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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政策
措施的实施，充分保护了传统村
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人居环境
不断改善。通过特色产业培育促
进村民增收，实现传统村落的有
效保护、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健康

发展，不断推进郑州市宜居宜业
和美丽乡村建设。”郑州市城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郑州市
城乡建设局遵循科学规划、整体
保护、传承发展、注重民生、稳步
推进、重在管理的方针，制定出台
保护发展意见，明确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主要任务和资金支持政策
措施，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

现在，越来越多曾经凋敝破
败但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传统村
落开始焕发生机，成为乡愁的寄
托地，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

3月29日起，《郑州晚报》开设了
“探访郑州中国传统村落”专栏，对郑州
列入各个批次的中国传统村落进行探
访，展示传统村落的厚重文化和历史魅
力，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村落
在新时代下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
走出一条乡村振兴之路。报道一经发
出，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好评。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鲁慧/文
李焱 唐强/图

“村落和民居是人们心灵深
处抹不去的乡愁，记载着先民创
业发展的精彩故事。《郑州晚报》
关于郑州古村落的系列报道，不
仅展示了郑州古村落和古民居的
精彩风貌，也发出了对古村落和
古民居保护展示利用的呼唤，对
于我们传承文化遗产、留住抚慰
心灵的圣地、促进乡村振兴和文
旅融合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历
史文化学者阎铁成认为，郑州地区
的传统村落和民居是中原地区村
落、民居的杰出代表，在村落的选
址上讲究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
在民居的建设上讲究舒适典雅。

海上桥村、方顶村、袁桥村、雷家沟
村等是村落建设的杰出范例，康百
万庄园、秦油房民居、东史马民居、
苏氏民居、张祜民居等是民居建设
的不朽经典，特别是砖雕的墀头、
门罩、窗罩等精美异常，为郑州地
区民居所独有，与徽派民居建筑、
山西民居建筑各领风骚。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以族群居
住为特征的，这就形成了后来的
村落。郑州是中国现代人类形成
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也是中国
村落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现代
考古学发现，郑州在 8000 年前就
形成了成熟的村落，唐户遗址有

30万平方米的面积，分为5个居住
区，已经发现65处房子，是中国目
前发现的最早的村落之一。这个
村落形成之后，延续了8000余年，
今天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村庄。
从 8000 年前开始，郑州地区的人
类村落便星罗棋布，从唐户村
8000 年前的半地穴式房屋、到大
河村 5000 年前的木骨泥墙，从古
城寨4300年前中国最早的四合院
遗存、到关帝庙 3000 年前的商代
聚落遗存，从瑶湾村 1300 年前的
窑洞、到明清时期大量的村落民
居，郑州完整演绎了中国村落和
民居建筑的发展过程。

“古民居是中国传统建筑文
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很值得保留。中式建筑本
身就是一种美。”中原古民居保
护志愿者团队发起人金鑫说，古
民居体现很多传统文化，如儒家
文化、道家文化等。砖雕、木雕、

石雕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所以
对传统文化要大力保护和宣传，
让更多人通过乡村旅游走进古
村落，让学生在研学的过程中学
习传承。

“ 历 史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魂。《郑州晚报》通过系列报道把

传统村落展示在大家面前，让大
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真正深入到
古村落，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
体会一下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农
耕文化、农耕文明、民俗文化等，
真正把中国味道的文化传承下
来。”金鑫对报道频频点赞。

大力宣传保护传统文化 真正把“中国味道”传承下来
中原古民居保护志愿者团队发起人 金鑫

郑州传统村落的
保护和发展值得借鉴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郑东军

“保护好古村落的传统风貌，主要
是传统民居的保护、修缮，以及历史环
境要素的保护，如古树、古井、古桥、街巷
等；要提升人居环境，使村民有个良好的
生活和生产环境，村容整洁、绿化美化，
体现乡村的自然、和谐的面貌；要因地制
宜地发展乡村产业，带动村民不断增加
收入，劳动致富。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
村落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近日，郑州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郑东军就如何保护和发
展好传统村落谈了自己的看法。

郑东军说，记住乡愁是当代人的情感
归宿。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乡
村面临着空心化、老龄化，风貌丧失、产业
转移等问题，乡村建设也面临着与时俱进
的发展选择和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尤为重要。郑州市
这些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给人们以启示
和借鉴，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榜样。

报道呼吁保护古村落和古民居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历史文化学者 阎铁成

郑州市城建局：

制定出台保护发展政策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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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点赞本报“探访郑州中国传统村落”系列报道

保护与发展并重 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