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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之后看名街

消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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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1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

火，让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损失惨

重。人们在痛惜之余，心中存有诸多疑

问：火灾因何而起？火势蔓延为何如此

迅速？古城消防系统有无发挥作用？

日前，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布了《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

“1·11”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透露了

火灾发生的经过、原因以及古城消防系

统改造工程在设计、施工、监管等方面

存在的漏洞。

取暖器使用不当引发火灾

报告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1 月

10 日，独克宗古城仓房社区池廊硕 8 号

“如意客栈”经营者唐英，从吃晚饭开

始，先后 3次大量饮酒至 23时 20分左右,

回到客栈卧室睡着。11日凌晨 1时左右

唐英醒后发现其房间小客厅西北角电

脑桌处着火，遂先后两次用水和灭火器

灭火，但没有扑灭。于是，唐英让小工

和春群报警并跑到一楼配电房拉下电

闸，之后用手机再一次报警。

经过调查，火灾的直接原因为唐英

在卧室内使用五面卤素取暖器不当，入

睡前未关闭电源，五面卤素取暖器引燃

可燃物引发火灾。

火灾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场勘查

的 数 据 显 示 ，火 灾 烧 毁 房 屋 面 积

58121.66 平方米，灭火救援过程中拆除

房屋面积 1859 平方米，共 59980.66 平方

米 。 火 灾 烧 损 房 屋 直 接 财 产 损 失 为

8983.9308 万元人民币（不含装修装饰、

屋内设施设备等其他直接财产损失和

公共设施损失）。火灾造成建筑物过火

面积 98.56 亩，损毁文物占地面积 2.92

亩，占过火面积的 3%，损毁文保单位面

积 2220.45 平方米，占损毁建筑面积的

3.7%。红军长征博物馆（中心镇公堂）、

大龟山大佛寺、吉祥胜利幢、金龙街民

居群、白鸡寺等国家、省、州重点文保单

位未受到损害。

七大间接原因致“大火连城”

报告显示，11 日 1 时 22 分，迪庆州

消防支队接到火灾报警后，迅速奔赴火

灾现场。而到 10时 50分许，明火才基本

扑灭。报告中的一个细节引起记者注

意：参战部队连续开启附近 4 个室外消

火栓（古城专用消防系统消火栓）进行

补水，但均无水,便迅速调整车辆到距离

现场 1.5 公里外的龙潭河进行远距离供

水。此时，火势开始蔓延。

在 2010 年，因市政供水无法满足独

克宗古城消防用水，独克宗古城管理委

员会委托重庆市轻工业设计院编制了

《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专项消

防工程）。该项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

开工，至 2013 年 7 月完工。然而，根据

报告透露的七大间接原因，就是因为相

关部门在设计、施工、监理等各个环节

对消防设施的敷衍塞责，导致了“大火

连城”。

一、火灾扑救过程中，无法控制火

势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新建成的“独克

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消防栓未正

常出水，自备消防车用水不能满足救火

需要，导致火势蔓延。

二、“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

程”设计方案中，未严格按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消火栓具体防冻

措施，留下消火栓不能规避高原地区低

温冰冻的先天缺陷。

三、“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

程”施工中，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埋深

敷设管线，部分消火栓管顶覆土深度未

达到要求，更加降低了防冻标准。

四、“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

程”在监理过程中，虽发现施工中存在

的问题，但仅向施工单位发出监理工程

师通知单，未严格把关、进行跟踪督促

整改。

五 、建 设 方 为 解 决 消 火 栓 冰 冻 问

题，自行采用支墩和保温材料进行了补

充改造，但因直管穿越冻土层未进行保

温处理，支墩改造中又堵塞了消火栓的

泄水孔。在冬季低温冰冻气象条件作

用下，导致不能正常供水（火灾当日最

低气温零下 9摄氏度）。

六 、相 关 部 门 建 设 督 促 指 导 不 到

位。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将相关文件资料向迪庆州消防

支队进行报审咨询，支队防火处康志红

答复：“公共消防设施不归我们管，不属

于我们审批范围。”之后，建设单位未依

法向公安消防部门申请备案，州、县消

防部门在知道这一建设工程的情况下，

也未督促指导建设单位依法办理相关

手续。

七、独克宗古城内通道狭小，纵深

距离长，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或通行。

古城内建筑物多为木质，耐火等级低，

大量酒吧、客栈、餐厅使用液化气等易

燃易爆物品。

损毁的古城谁来“埋单”

调查报告通报，唐英涉嫌失火罪，

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同时，相关责任

人、涉事单位等被建议给予相应处罚。

肇事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损坏的

古建筑却永远地失去了。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所所长霍晓卫认为 ，

从 现 代 防 火 安 全 标准来看，传统村落

的民居建筑布局与建造特点存在很多

不足，如建筑檐廊相连、户牖相对，防

火间距不达标。“传统村落的有效消防

系统应该‘传统与现代结合 ，人 防 与 技

防并重’。人防应强调本地常住 居 民

的 参 与 ，并 通 过 宣 传 教 育 、定 期 消 防

培 训 与 演 练 ，传 承 传 统 消 防 智 慧 ，掌

握现代消防技术。”

“火灾发生是无法绝对避免的，这

一点必须明确。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尽

早预警，及时扑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周俭认为。他建议，

可以考虑配置高灵敏度的火情报警装

置，并且直通消防部门，而且民众自救

是最及时的措施，应该推广民众的自救

知识和技能，然后才是法律要求的消防

设施的技术标准和可靠性以及专业消

防人员出警到位的及时性。“另外也可

以在建筑使用布局上考虑将易产生明

火的功能空间和设备，布置在砖石（或

混凝土）砌筑的房间内。”

独克宗古城“大火连城”背后的七宗罪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复查专

家组成员，最近，我对福建漳州古街、泉

州中山路和龙岩长汀店头街进行了复

查，体验到了街区的活力，也发现了一

些存在的问题，并深深感受到，街区保

护工作，重在认识，贵在细节。

重在认识

每个街区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如何深入挖掘其内涵，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会随

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历史文

化遗产的进一步理解，得到深入挖掘。

名街的称号，给了所在地居民很大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也有力地推动了名街的

继续整改工作，但是，名街的发展将向

何处去，仍然是一个认识上需要解决的

问题。有的名街把发展旅游作为首要

目标，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推介宣传景区

景点，吸引游人方面。我们认为这是有

失偏颇的。因此，对于街区保护来说，

仅仅认识到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还远远不够，应当继续挖掘其文化内

涵，改善街区生活环境，提高街区居民

的生活质量，让居民在名街的称号下生

活得有尊严，同时，要把发展旅游作为

有条件限制的目标之一，让街区逐步走

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几个方面加

强认识。一是相对新城市发展区而言，

目前名街（包括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

设施还比较落后，这需要长期投入和逐

步完善。二是目前名街（包括历史文化

街区）中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居住状况，

相对于所在城市而言，多数处于中等或

者中等之下水平。让居民拿出大笔资

金来维修和维护其居住的建筑，恐怕有

一定困难。而按照历史街区的文化遗

产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的

要求，大拆大建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

使街区丧失了真实性和风貌的完整性；

将居民全部迁出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样会中断街区的生活延续性。

居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是正当

的，但是一定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这 比 在 新 区 建 设 中 改 善 居 住 条 件 要

难。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认识到。

街区的保护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

善，要从更大范围来考虑具体问题的解

决方法。比如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仅

仅考虑街区本身是不够的。街区是城

市的组成部分，管网的连接要考虑街区

的特殊性，更要与城市的整个管网形成

一体。再如街区的交通问题，公交车、

私人汽车、自行车的相互关系，也要从

更大范围来统一考虑。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做法达不到目的。苏州名城保

护中就旧城区的交通进行了专门研究，

做了有效的探索，值得推广。

街区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涉

及的部门很多，居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

问题也很多。目前不少地方都成立了

名街管理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

认为，如果名街管理委员会能够与名城

管理委员会对接，实施效果会更好。实

地考察过程中了解到，漳州和长汀都有

名城管理委员会，也有名街管理委员

会。长汀的名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人

大常委会主任担任。他对长汀名城有

长期的认识和工作经验，从大的城市格

局到具体的街道建筑他都有深刻的理

解。将名街管理委员会与名城管理委

员会对接，有些矛盾可能从更高一个层

面上得到解决，这一点对于街区的长

期、有效保护十分重要。

贵在细节

细节在街区保护中十分关键。正

确的认识和合适的方法，能不能在街区

保护中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落实，

在于细节。

以泉州府文庙周围环境为例。在

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泉州府学会和

晋江县（即现在的泉州市）正堂立碑“文

庙泮宫栅栏内外，不许排列货物及作践

污秽，如违，挐究不贷”。这个碑文已经

有 200 多年，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并非都

遵守执行。到了 20世纪 30年代，文庙广

场沦为菜市场，“市井喧腾之声，日嗓府

学，摊贩麇集之处，渐凌奥殿。污水横

流，秽气相因”。2001 年泉州市政府开

始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合理规划群众生

活需要的场所，将影响文庙环境的菜市

场迁出，同时，考虑到传统习惯以及实际

需要，在不影响文庙环境的地方重设市

场，强化管理。二是整治环境，拆除违章

建筑及插建厂房，按照历史环境要求，恢

复广场肃穆氛围，并引导发展当地的夜

间特色餐饮，达到了良好的效果。目前，

文庙内主殿正在准备大修，屋瓦已经下

架，按照编号堆放。我们看到，这些屋

瓦大部分烧制有字，应是专门为文庙烧

制的，烧制的时间最早的是康熙年间，

最晚为清末民初。施工单位将字迹清

楚的屋瓦挑出来，排成一排，供人们参

观。从展出的屋瓦上，我们看出了瓦的

年代、质量，更看出前人在细节上的费

力和用功。这种态度应当在街区保护

过程中提倡，叫慢工出细活。

再举一个长汀店头街店面整治的

例子。店面整治可能是街区整治中最

繁杂的工作之一。历史上的店面多是

可拆卸的木板，白天开张时将木板卸下

来，关门时再装上去。出于采光的需

求，现在的店面要求比过去高。改善采

光的效果，增加玻璃窗是一种方法，但

是现代的玻璃窗又与传统环境不是很

协调。另一方面，出于安全的考虑，安

装防盗门、铁门是一种普遍的需要，然

而，铁门在材质、颜色和形状等方面如

果处理不好，也与传统店面本身及街区

的环境不够协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细节的问题。长汀有一家店面正

在装修，我看到他们用三种材料来实现

综合功能的完善，与店面及街道的环境融

为一体：最里面的一层用一整块大玻璃，

解决采光问题；第二层（中间层）用铁条，

解决安全问题，第三层（外层）用木料，解

决作为传统店面需要的外观。三层加起

来的厚度也就是10多厘米，玻璃和铁条处

于从属位置，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

来。这项工作做起来不难，但是不认真

抓好细节，往往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

历史文化街区的电线是基础设施

整治中的一项内容。电线入地是一种

普遍的做法。因为在木结构建筑占多

数的街区中，地上的电线是火灾的主要

隐患。在旧城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中，

尤其需要注意电线引起火灾的问题。

街区的街道一般都比较狭窄，集中的电

线杆加上电线和入户的多个电表，除了

可能引起火灾外，零乱的电线也对街区

的景观造成不良影响。在漳州老城考

察中，有几条街区存在密集的电线，需

要尽快整治。但是在漳州老城还看到

另外一种状况，有几处电线杆位于比较

宽阔街道上，电线杆比居住的房屋高出

好几米，上边的电线稀少，也没有连接

到民宅的屋檐下，没有给人零乱的感

觉。相反，当地人觉得电线杆存在时间

长了，变成了街区景观的一部分。一些

摄影爱好者来这里拍照，说这是街区的

一道历史风景，也是对漳州老城的一种

记忆，他们呼吁当地有关部门，作为一

种历史文化要素，保留这几处电线杆。

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处理，不能搞

一刀切。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中国文物学会历史

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理事。）

街区保护：重在认识 贵在细节
赵中枢 文/图

“愿意住在古城内的多是老年

人。年轻人大多愿意搬出来，住高

楼大厦。”6月 24日，在平遥古城，生

于此长于此的刘平对记者说：“就拿

古城内对机动车限行来说，有车的

住在城里面很不方便。”

平遥古城，这座始建于西周宣王

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

有着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等众多头衔的2800年

古城，与其他大多数古城

一样，面临着保护遗产价

值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之间的矛盾。

6月24日，由同济大

学编制、中国华夏文化遗

产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

基金会资助的平遥古城传

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

理导则正式对外发布。在

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对这

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古城内的传统民居

是古城文化精髓的主要

载体。平遥县县长曹治

胜透露，平遥古城内现

有 3797处传统民居，仅

有 400处保存完好。不

少传统民居因年久失

修，面临倒塌的危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参

与了导则的编制工作。

她说，上世纪 80 年代，

阮仪三先生通过编制古

城保护规划，使平遥实

现了“新旧城分开发展”

的模式，开启了平遥古

城的保护工作，也使得

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城市大

发展、大破坏的浪潮中得以保全。

“然而，随着古城知名度提高，

日益发达的旅游业改变了传统院落

的功能，而且由于缺乏制度和资金

的支持，传统民居长期缺乏保养，居

住条件恶劣，其修缮又缺少现代科

学保护理念和技术的支撑和指导。”

邵甬认为，平遥古城的传统民居和

环境景观面临着威胁。

“在参与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世界文化遗产平

遥古城保护管理规划》时，我用了很

诗意的一句话：‘让生活绽放在院落

中’来表达规划的目标，这既是对传

统民居保护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传

统民居现代化、舒适化的回应。针

对这类‘活着的遗产地’，遗产保护

与民生改善必须兼顾，这既可以避

免遗产的人为破坏，也可以保证遗

产地的活力和文化真正得到传承，

避免成为一座空城、博物馆城和纯

粹的旅游城。”邵甬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人居历史城镇承受

了一系列新的压力，比

如城镇扩张和密度的

增加，对地方感、城镇

肌理完整性、社区身份

认同的潜在破坏。因

此，保护其中的历史建

筑、提升居民的居住条

件构成了活态城镇遗

产的核心价值。”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文化部门主管卡

贝丝说。

“历史建筑的保护

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缺

少对居民不断变化的

生活需求的清晰认识，

则不是保护历史城镇

的有效手段。”卡贝丝

表示，对于居民来说，

他们需要履行作为遗

产地长期守护者的职

责，同时在保护的过程

中也有提高自身生活

需求的要求。所以，遗

产的保护和居民生活

需求之间的平衡是确

保历史城镇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据了解，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

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导则针对平遥古

城内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和未登记

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传统民居院落的

修缮、保养等日常行为进行引导，建

立传统民居修缮和环境整治的申

报、设计和施工的管理机制。卡贝

丝希望，通过导则，让平遥居民和当

地政府充分认识到历史城镇的重要

性，为居民和当地政府介绍从申请、

执行到评估的工作流程以及促进传

统民居适用性再利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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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内的老街 李佳霖 摄

本报讯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近

日，安徽蚌埠“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

览园初现雏形，坐落在其中的所有建

筑均为原汁原味的古民居是该博览

园最大的亮点。

在博览园核心区，通过 100 多名

能工巧匠精心修复，一座座皖南古民

居、浙江宁波大宅门、江西临川古戏

台等建筑，被保护性异地搬迁，原样

重建。目前，110 多栋古民居梁柱框

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

湘江实业旗下子公司安徽天晟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该项目负

责人稽启春说，上海湘江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国湘长期致力于收藏保

护民族建筑文化遗产，20 多年来从不

同地区抢救性收购收藏了不同风格

的古民居近千栋。对于这些古民居，

让 它 们 藏 在 深 闺 ，还 是 充 分 发 挥 价

值？经过反复实地调研论证，马国湘

选择在蚌埠复原这些古建筑。该项

目总投资 36 亿元人民币，占地约 3900

亩，主体工程为 450 栋古民居，旨在打

造 全 国 最 大 规 模 的 古 民 居 博 览 园 。

截至目前完成总投资 17 亿元，计划

2015年全部完工。

据介绍，该古民居博览园将建设

一座藏品丰富的古民居博物馆，形成

以古民居为载体和特色，文化遗产保

护与旅游、商业融合发展的格局，让

文化遗产“活”起来。这里将有看不

够的古民居建筑奇观，听不完的古民

居前世今生，还有道不尽的大宅门里

百姓的传奇故事。 （李 玮）

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近日，农

业部公布了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单，天津、河北、浙江、福建等 16

个省市区的20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

入选的 20 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天

津滨海崔庄古冬枣园、河北宽城传统

板栗栽培系统、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

统 、内 蒙 古 阿 鲁 科 尔 沁 草 原 游 牧 系

统、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浙江庆元香

菇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

系统、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系统、山东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湖北赤壁羊

楼洞砖茶文化系统、湖南新晃侗藏红

米种植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

化系统、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四

川江油辛夷花传统栽培体系、云南广

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

复种系统、甘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

宁夏灵武长枣种植系统、新疆哈密市

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

2013 年 5 月，农业部公布了 19 个

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至此，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达到 39

个，其中云南和浙江入选数量最多，均

为 5个，其次，河北、福建、甘肃为 3个，

内蒙古、辽宁、江西、湖南为 2个，陕西、

江苏、山东等 10 个省市区均有 1 个入

选。山西、河南、吉林等无一入选。

公布的通知要求，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所在地省级农业管理部门

要加强工作指导，做好动态管理，推

进 中 国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

人民政府要不断健全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机制，按照制定好

的规划和管理措施，进一步做好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安徽蚌埠: 让古民居异地复原

长汀店头街店面装修的三层材料泉州文庙的专用屋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