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商都建设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统筹：王长善 编辑：赵璇 美编：高磊 校对：姜军S04

郑州对历史文化街区、建筑“摸家底”
3年分3批完成，“认定一批，公布一批，保护一批”
各级文保单位不在本次认定范畴

（一）历史文化价值

1.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民俗
传统或地域特色。

2.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等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相关。

3.在革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纪
念意义。

4.代表性、标志性建筑或者著
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5.在各行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
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

6.具有其他历史文化意义。

（二）艺术价值

1.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设计风

格，具有典型性（具有一定时期异国
建筑风格特点）。

2.在城市或乡村一定地域内具
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具有群体心理
认同感。

3.反映一定地域或民族的艺术
特点。

4.建筑空间、造型、色彩、细部与
装饰等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价值。

（三）科学价值

1.样式、结构、材料、施工工艺
或者工程技术反映地域特点、艺术
特色或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2.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局在
一定时期具有先进性。

■历史建筑确定标准

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
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
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主体建筑应至少建成
30年，同时有下列12种情形之一的建（构）筑物，
满足历史建筑确定标准。

本报讯 一片历史文化街
区，必有一段悠长记忆；一栋
历史建筑，藏有一个传奇故
事。日前，全市历史文化街
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普查
工作部署与培训会在郑州召
开。即日起，我市全面开展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普
查工作，并计划花 3年时间
分3批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划
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做
到“认定一批，公布一批，保
护一批”。
郑报融媒记者 冉小平
通讯员 吴侦如

1.街区在其所在城市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2.街区与重要历史名人和重大
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3.街区的空间格局、肌理、风貌等
体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礼制、风水、宗教

等）、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
4.街区保留了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场所。
5.街区保持传统生活延续性，

记录了一定时期社区居民的记忆
和情感。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
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
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同时满足两
个标准，并具备5个价值特色之一的，满足历史文
化街区的划定标准。

1.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面积不小于1公顷。传统格局基本
完整，且构成街区格局和风貌历史
街巷、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上是历史
存留的原物。

2.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内的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的总用地
面积占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总用地
面积的比例不小于60%以上。

（一）两个标准

（二）5个价值特色

防止“千城一面”
我市摸城市
“历史家底”

据介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
内容，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悠久历史文明的实物见证。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郑州拥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原
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即日起，全市积极推进历史文
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
是完善我市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
和利用的具体举措，对于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质
量、保存城市特色，防止“千城一
面”，实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的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普查工作，主要是掌握全
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现
状，对符合条件的历史文化街区进
行初步划定，对符合标准的历史建
筑进行确定、公布。

历史文化街区的普查在各县
（区）城区及其周边区域内开展，不
涉及村镇。历史建筑的普查要落
实到村镇范围。国家、省、市、县级
文保单位不再列入本次认定工作
范畴。

2017年8月31日前 各县（区）完成首批普查工作
2017年9月20日前 市规划局汇总各县（区）上报数据，完成首批数据填报工作
2017年底前 完成首批认定工作，对符合标准的历史建筑进行确定、挂牌
2018年底前 完成第二批历史建筑的确定和公布工作
2019年底前 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情况进行自查，完成第三批历史

建筑的确定和公布

■历史文化街区划定标准

■时间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