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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特派记者：朱建明 辛晓青 裴蕾 张锡磊 廖谦 王战龙 李萌 董艳竹 陶莎

郑州晚报北京专电 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
间，新型城镇化将是发展的主导，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中，如何保
护好乡土建筑、传承地域文化、延续历史脉络，让群众享受现代
生活的同时，守护好文化遗产这个“根”？

3月14日，在北京河南大厦，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化厅
厅长、党组书记杨丽萍接受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采访，畅谈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的看法及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化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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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设立村级“文化
协管员”

公开数据显示：2007 年在全国实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3 年投入 66.87
亿元，实现了行政村一级全覆盖；2008
年全国实施“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每个
农家书屋补助 2 万元；自 2006 年开始实
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每村建设标准
为 3 万元，河南近 5 万个行政村实现了
全覆盖。

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一些村庄，文
化设施闲置较为普遍，有些体育健身器材
和文化信息共享设备如电脑、投影仪设
备缺乏有效维护，出现损坏甚至弃用的
现象。

杨丽萍认为，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农村文化设施没有具体的人组织
管理。

她告诉记者，近年来福建省以及广
东、海南、河南等地部分农村先期试行
了设立“村文化协管员”的办法，效果
良好，建议总结推广上述地区的经验，
在全国农村尽快推行“村文化协管员”
制度。

优化公益性文化发展
布局

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494.68亿元，增长18.9%，增速较快，
但在 2012 年中央财政总支出中仅占 0.8%。
与国际相比，比重偏小。

“我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和布
点还远远不够，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或优惠
开放工作更是任重道远。”杨丽萍说。

杨丽萍建议，中央财政和有关部门认真
研究我国公益性文化快速发展布局，加大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增强公共文化财政支撑
能力。尽快加大政府投入，增加公益性文化
设施和文化服务。

有关部门要通过研究出台政策，利用政
府补贴、税收政策调节等手段，引导民间力量
兴办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和场所。加强对文化
产品的扶持，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制定文化
产品相应的配套政策。

城镇化推进和文化遗
产保护齐头并进

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将是我国城镇化
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那些散落在乡村角落的

“文化遗产”何去何从？
据统计，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全国第

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全国有不可移动文
物 766722处，其中河南就有 65519处，非物质
文化遗产更是数不胜数。

杨丽萍说：“近年来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各地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
措施有所加强，但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遗
产、重建设轻保护的情况依然存在，建设性破
坏文化遗产事件时有发生。”

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有些城镇发展
规划不考虑本地历史文化遗产现状，城镇发展
没有安排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二是有些
城镇建设项目未对工程范围内进行文物调查
和勘探先行开工；三是在新城镇化开发、新农
村社区建设中对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
落、古民居、古街道等未能妥善保护，破坏整体
格局和风貌，使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遭到不同
程度的损毁；四是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古村
名、古镇名、古街名消失，历史文化信息附着的
遗迹荡然无存。

因此，城镇化推进和文化遗产保护应齐头
并进。

文化遗产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如何摒弃冲突相得益彰？

杨丽萍说：应把本地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纳入城镇化建设规划总体布局。做好历史
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和文化生
态保护区的建设规划，使其在城镇发展
中综合、整体性地传承历史，并成为新街
道、新城镇、新社区中的独特风景。

对古镇、古村落，要按照不损害文物
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原则，改善水、
电、通信等基础设施，鼓励原有居民能够
在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古村落里享受到现
代生活的便利，同时延续固有的文化传
统和生活方式，对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
古村名、古镇名、古街名尽量保留，使其
传承弘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