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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
——浙江省仙居县用绿色理念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本报记者 王晋军 文/图

非遗文化项目走进著名旅游城市展演启动

浙江省是较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

之一，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兴起，如今，乡村

旅游成为浙江省农村致富的新渠道。去

年，该省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2.35 亿人

次，旅游经营总收入达 230.6 亿元，带动浙

江农产品销售 33.1 亿元，同比增长 14.7%。

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连续 31 年居全国各

省区首位。

面对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可喜局

面，浙江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文娟指

出，浙江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持续“打造乡

村旅游升级版”，推动发展理念升级，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积极培育一批乡村旅游关联业态，实现

文化内涵升级，做到有乡俗风情，有乡村文

脉，有乡村纯真，有乡村野趣，有文化创意。

省政府发文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

12月19日，记者来到仙居县采访，主管

旅游的邵海丽副县长说，粉墙黛瓦曲巷，小

桥流水人家，吾心安处即故乡。两年前，浙

江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形象描绘“诗画江

南”美好蓝图。怎样在新型城镇化大潮中

“见人、见物、见生活”地保护好传统村落，

为人们留下一方安放乡愁的心灵阁楼？仙

居县在不断探索创新。今年 8月，省政府又

送来“及时雨”，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记者发现，这

份为浙江未来留住乡愁的“顶层设计”贯穿

着协调发展的辩证思维，活态传承、居敬行

简等新提法直面村落保护中的现实短板，

亮点频现。怎样让村落“留得住绿水青山，

系得住乡愁”？浙江省提出“五项基本原

则”：整体保护，活态传承；保护优先，合理

利用；居敬行简，最少干预；因地制宜，分类

推进；政府主导，村民自主。

其中，活态传承、居敬行简的新提法内

涵相当丰富。活态传承要求坚持村落空间、

历史和价值完整性的有机统一，做到村落结

构肌理保护与山水格局保护并重，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重，生产

生活环境保护与生产生活方式保护并重，力

求见人、见物、见生活。这就鲜明摒弃了人

造盆景式的“传统村落”，把人的生活置于保

护的题中之义。而居敬行简则提出，坚持以

人为本，尊重自然、尊重传统，慎砍树、禁挖

山、不填湖、少拆房，不搞大拆大建，防止嫁

接杜撰，为自然“种绿”，为村落“留白”。

仙居县怎样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近年来，仙居县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

委、省政府美丽乡村建设战略部署，以打

造“和美乡村”新名片为抓手，不断深化美

丽乡村建设水平，在探索仙居模式上取得

明显成效。仙居被评为“2014 最佳乡村旅

游度假目的地”，白塔镇高迁村成功入选

全国最美休闲乡村，下各镇和埠头大庄村

分别获得“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镇”“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荣誉称号。

记者了解到，仙居有 5 条最基本的成

功经验：一是坚持城村景一体，打造全域

协调的美丽建设格局；二是坚持建保创并

重，打造富有“仙”“居”特色的美丽乡愁；

三是坚持农旅文融合，打造富民惠民的美

丽经济；四是坚持清改绿共推，打造绿色

低碳的绿色生活；五是坚持改革创新，激

发美丽乡村建设活力。

仙居有 100 多个历史文化古村落，是

台州地区古村落最多的一个县，在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文化为魂，

根据古村落历史文化不同特色，对一些乡

土特色明显、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村庄，

积极开展古祠、古树、古桥、古道等历史文

化遗迹遗存保护利用，保留村庄浓厚的乡

愁记忆。根据仙居“八山一水一分田”地理

状况，按照“粉墙黛瓦、绿树红花、小桥流水

人家”的总体建设风貌要求，积极开展探索

异地搬迁型、环境整治提升型、产业依托型

等各种类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创建了一

批“休闲养生乡村”“创意农业乡村”“山水

田园乡村”“千年古韵乡村”“现代宜居乡

村”，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同时，

强化城乡统筹规划设计，突出风格协调，力

求保留乡村韵味，导入新业态，拥有新功

能，使得县域美丽乡村逐步从“一处美”向

“一片美”“全域美”转变，形成仙居自身江

南民居特色风格。

仙居县 13.8 万亩的杨梅给农民带来 5

亿多元收入，仅此一项全县农民人均增收

超千元。每年杨梅节、油菜花节、荷花节、

牡丹花节、马鞭草节等农事节庆的举办，

吸引周边地区大量人气，带旺农家乐乡村

休闲旅游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农

家乐直接营业收入达 6112万元。

位于仙居的国家最新5A级景区

2015 年国庆节后，国家旅游局官网上

发布了最新一批国家 5A 级风景区公示名

单，神仙居景区榜上有名。5A 级景区是中

国旅游景区最高等级，代表着中国世界级

精品旅游风景区等级。5A 景区的评定异

常严格，被戏称比评定“世界遗产”还难。

神仙居风景区成为国家最新 5A 级景区之

后，推动当地美丽乡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当地管理服务水平，拉动消费增

长，提高环境、服务，硬件、软件等各方面

水平，带动经济有了新的提升。

神仙居原名永安，到了宋代，宋真宗

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

宅”下诏改名仙居。神仙居引人入胜之

处，在于一山一水、一崖一洞、一石一峰都

自成一格。一字蔽之：“奇”。峰奇、山奇、

石奇、崖亦奇。自县 城 出 发 ，迤 逦 西 行 ，

大雷山，括苍山，均绵延不断。唯独白塔

镇南境，神仙居周围的众山巍兀独立，险

峻 无 比 ，迥 然 各 异 。 仙 居 历 史 悠 久 ，在

6000 多年前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瓯越族

人——仙居人祖先。蝌蚪岩海拔 800 多

米，崖顶是一块垂直悬挂四方平整边框分

明的岩壁，传说中的蝌蚪文就刻录于此。

绝壁布满了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

图案符号，状如“蝌蚪”，蝌蚪文成为中国

八大神秘古文字之一，南朝孙诜著的我国

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称韦羌山“上有石

壁，刊字如蝌蚪”。此外还有迎客山神、睡

美人像、将军岩、兄弟瀑、美女瀑、三折瀑

等，鬼斧神工，惟妙惟肖，奇石嶙峋，美不

胜收。

记者在神仙居风景区体会最深的则

是，互联网 WIFI强烈信号对这个景区所有

休息点的全覆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

景象：游客在观赏跋涉中拍到的种种美

景，一到休息点便通过各自的手机发给各

自在海内外的亲朋好友共享，让景区美景

的“广告传播”免费而神速进行。我那天

边拍摄边往外发图片，共发出 10 组 90 张，

我感慨：细节决定成败，这不正是浙江人

的“精明”之所在吗？5A 景区，要的是全方

位的 5A，神仙居景区做到了。

皤滩古镇闪亮着“唐灯”

皤滩位于永安溪畔，仰仗于水路，自

唐以来便是著名盐商之埠。海盐晒成之

后，通过浩浩荡荡的商船逆流而上，直抵

皤滩，然后改成身背肩扛，假苍岭古道运

往浙西以及内陆省份。久而久之，皤滩遂

成浙南重镇，其繁华之气，弥漫宋元明清

数个朝代，名震江南。

台州有民谣曰：“临海的城，仙居的

灯，黄岩的乱弹呀呀声。”仙居花灯早已闻

名遐迩。花灯在仙居兴起，有着深厚的物

质基础与文化底蕴。无骨花灯源于唐代，

所以又称“唐灯”。明清时技艺日趋精湛，

民国初发展到鼎盛，花色品种达 80 余种。

当时皤滩古镇很多建筑上均雕有花灯图

案。1982 年，在由李湘满先生领艺，花灯

挖掘抢救工作全面展开，失传的花灯重放

异彩。

踏进皤滩古街一幢老宅门槛，我见到

了王汝兰阿婆，她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仙居

花灯的代表性传承人，如今已八十高龄。

当问到她如何保持硬朗的身体时，她答：

“做花灯！做花灯可保身体健康！”做花灯

时必须要专心致志、心无杂念。王汝兰从

小喜欢手工，学艺很快，她做的衣裳在皤滩

数一数二。再后来，王汝兰对花灯产生兴

趣，拜师学艺，终练得一手做花灯的绝活。

在她的店里，我兴致勃勃观赏了“八仙过

海”走马灯作品，上面有荔枝灯、花篮灯、绣

球灯、莲花灯、小宫灯、花瓶灯、龙凤八卦灯

等，灯一亮，图案精美的针刺无骨花灯瞬间

激活，中间的“八仙”随之旋转，酷哉美哉！

政府重视，花灯在国内外展出时屡屡

获大奖。1996 年荣获“中国民间艺术作

品”金奖，在第四届国际民族博览会、2001

年浙江省特色灯彩艺术展、2002 年浙江省

首届优秀艺术作品展上均获金奖。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进而针刺

无骨花灯图案入选“中国彩灯”系列邮票，

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灯却

在，灯火阑珊处。”离开皤滩古镇，我把这

千古名词改了一个字，祈盼会有更多出自

新人之手造型奇妙的无骨花灯闪耀在灯

火阑珊处，保护和传承这“国宝唐灯”，使

之更长久、更美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文化战略放在很高的地位，把文化产

业作为主流支柱性产业对待，这是一次从精神

层面到产业体系结构的重大变革和理论升华。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寻求自身转型发展的文化

定位，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认知文化对经

济的引领作用，在此大背景下，文化产业规划的

意义和作用非同一般。

首先，我认为，文化解决一个地方发展的定

位问题、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和区域

发展特色问题。文化规划解决区域总

体战略布局问题，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解决产业结构关系问题。文化解决市

场定位和认知度问题，对区域形象、精

神、包装、品质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

们确定的文化规划，不仅是对文化行业

自身的梳理和功能提升，以及对业内文

化价值的挖掘。文化规划最重要的是对整体经

济产业的核心性定位与产业设计。以增强企业

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实力，提升

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文化自觉，进而构建新型的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文明体系。

在“一带一路”战略大格局中，文化产业规

划还应是一个放在国际化视野中全新的经济定

位，要从产业的角度去构建规划体系，解决区域

经济发展中顶层设计、产业布局、发展规划、投

融资解决方案、资本市场结构设计、运营管理模

式、资源与产品评估、营销模式与市场信息反馈

等。所以，发挥文化产业的规划功能，核心在于

对文化产业战略意义的认识高度。

严格讲，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规划机构和

队伍建设，与文化经济产业发展的现实是不相

称的。在国家密集型的文化产业政策环境下，

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缺乏科学规划体系的

支撑。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顶层设

计上没有解决文化产业的属性定位问题，文化

产业到底是文化属性还是经济属性？因为这种

认识的模糊性，导致文化产业发展只有政策建

设而缺乏标准体系，即使做出文化产业的规划，

也没有评审和验收依据，就无法进入地方立法

程序，也就意味着文化产业不可能依法实施。

就规划业本身而言，虽然国内的规划机构高

低错落、星罗棋布，但深层探究，也并不尽如人

意。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最

直观的就是现代化新型城市的建设面貌。这样

的巨大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困

扰，那就是城乡建设一体化虽然空间环境发生很

大变革，但服务品质没有很大的提升，城市建设

同质化问题非常突出。作为一个东方文化大国，

我们基本无法找到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无法看

到清晰的城市文化发展脉络，城市主题找不到心

理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要么有城无市，要么有

市无城。一座座新城成了规划设计的实验展示

和建筑材料的堆砌，大而无当、虚张声势、咄咄逼

人。应运而生的大量的城市规划设计机构、旅游

环境规划设计机构，互相复制抄袭，玩一些数字

概念，什么“几横几纵几组团”，什么“几心几带几

辐射”，成了一种新的“规划八股模式”，要么一个

雷同模式，要么奇形怪状强夺眼球，制造一种新

的视觉恶俗。当然，这里有很大的程度是为了服

务地方某些领导的喜好，听命于行政指挥结出的

怪胎，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规划的学术尊严，没

有规划的文化自信，没有与实际结合的人文底

气，没有规划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以经济效益为

标准，随波逐流，没有让自己的业绩流芳，也助长

了简单粗放的造城运动恶俗。严格讲，规划是严

谨的科学，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既要考虑到

环境保护与和谐，又要实现低成本建设，重要的

是要有城市管理和经营的布局，要解决城乡发展

的动力问题，解决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问

题，不仅是一个空间设计与建筑构造，不是要大

而无当的空间布局，而是要给我国的城乡注入民

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产业规划，出现在国家文化战略出台

的今天，这其实也是个新课题。但作为国家主

流的核心文化央企，有着自身与生俱来的国家

使命感，有着很好的国家文化资源。站在一个

国家战略高度，我们首先会从文化发展的规律

和定位角度入手，去把握规划的主题、理念、战

略布局与呈现形式，注重文化的个性塑造与产

业体系的结合关系。重要的是尽快构建文化产

业规划的国家标准与核心示范建设。

从规划手法上，我们必须要知道是为谁在

做。当今规划册子看不懂的问题确实普遍存

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规划太专业化，

注重学术高度而缺乏落地价值，纯学院派的规

划思路，玩的全是术语游戏和专业套路，让具体

实施者一头雾水还说不出口。二是规划没有自

己的主张和定位，只提诉求不提要求，不是命题

作文。结果是由着规划单位自己编制，最后花

言巧语忽悠一番，和当地实际对不上茬儿，无法

实施。三是规划缺乏战略，只有很多节点描述，

成为碎片化铺排，形不成体系，分不清层次，讲

不清道理。四是不负责任地复制了别的地方的

东西，有的连地名都没改过来，闹出笑话。

规划是个风险行业，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

和经验储备不要涉足这个行业；没有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也没资格从事这个专业。理念不到

位，布局不科学，定位不准确，浪费的不仅是客

户投资，毁掉的不仅是可贵资源，更要害的是破

坏了历史文脉和生态平衡，丧失了最可贵的发

展机会。按照你的思路搞得一团糟，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这能叫科学规划吗？规划是顶层设

计，是定位性、指导性文件。规划是布局，不是

出点子。做规划师，要当好四个角色：第一，我

首先是一个消费者，我来这里，我最需要什么？

我最想干什么？第二，我是一个投资者，我要投

资这个靠什么来挣钱？赢利点在哪里？什么时

候才能挣到钱？投入和产出周期有多长？投资

和利润比例有多大？我要什么样的管

理模式等等。第三，我是地方政府领

导，这个项目和地方经济发展布局有什

么关系？位置是什么？支持它的理由是

什么？在地方发展政绩体现的亮点是什

么？第四，我是一个规划专家，综合上述

各方诉求，根据地方资源情况和环境要

素，按照我的专业水平，如何综合力量，

实现项目的高度提升，给各方一个惊喜。

现在，从总体形势上讲，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的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已经相对成熟。但文化

产业的规范发展和支柱性产业地位尚未形成，

这里有发展基础和过程问题，还有文化产业体

系构建和结构性问题有待很好解决。文化产业

的资源评估、资产评估、资本评估要尽快制定可

依据标准。一句话，建立我国文化产业规划标

准体系刻不容缓。从资源评价、规划通则、产业

及产品评估，以至于基于文化资本的基础理论

研究和倡议版权交易等需要有很强的教育培训

体系和人才孵化体系，在这样一个具有经济产

业发展闭环系统的环境下，文化产业才能真正

繁荣与发展，其支柱产业地位才能稳固形成。

本报讯 12 月 28 日，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主办、非凡巨匠

（福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非遗文化项目走进著名旅游城

市展演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列入首批的著名旅游城市有北京、

福州、深圳、兰州、杭州等地。来自各方面的领导和嘉宾，非遗专

家、演艺界人士等近百人出席了展演启动仪式。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展演组委会主任杨丽丽在启动仪

式上致辞，表示将要在展演活动上亮相的《非遗项目古曲音乐会》

演出阵容可谓强大、技艺精湛。让观众亲身感受自上古以来诗

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及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各个时

期流传下来的古典诗词歌曲之艺术魅力，感受中华五千年灿烂文

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此外，参加展演的非遗文化项目还有

唢呐、古筝、古琴、木偶皮影戏等。

非凡巨匠（福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展演组委会总策

划缪大平在启动仪式上谈到：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走向多元结合

的发展趋势，文化产业不缺少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与底蕴，也不缺

少创新的激情与艺术创作力，而缺少的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以及民族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能力。我们遴选具有文化属性、

资源稀缺性的非物质文化艺术品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载

体，意义不凡，前景广阔。我们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艺术家更有价值，让非遗艺术更加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自成立至今，始终以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弘扬非遗优秀文化为宗旨和己任，先后主办过近百场具有鲜

明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特色的演出，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

大做出突出贡献。此次推出的非遗文化项目走进著名旅游城市

展演活动，就是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最新举措。非凡巨匠（福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系“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运营方，首创

C2M2C 交易模式，集原创、发行、销售、投资、竞拍、转让、回购、

消费于一体，融合“交易所、拍卖行、电子商务、资产管理”的四维

经济业态，开启了大文化大金融创新模式，旨在提升非遗文化价

值，实现文化类产品的投资性、流通性和鉴赏性，引领文化艺术

品投资新潮流。 （颜 艺）

本报讯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日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的通知》，2020 年我国旅游就业总量

将达到 5000 万人，旅游业就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超过 10%，实

现每年约 200万贫困人口通过发展旅游精准脱贫。

通知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决定实施旅游休闲

重大工程，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

休闲旅游时代。

通知指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作用

大。我国旅游休闲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但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高。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是适应

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就业、增

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旅游扶贫已

成为扶贫开发的生力军。到 2020 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预

计将超过 40亿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 2.3万亿元，带动全国约

15%的农民受益。 （龙飞吟）

本报讯 12月 18日，第二届中国法治文化论坛暨中国法学会

法制文学研究会 2016 学术年会在河北秦皇岛举办。中国法学会

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法学会法制文

学研究会会长岳宣义作主旨报告。会议向荣获本届论坛征文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作者代表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有 12

位获奖作者在论坛上进行了演讲。来自全国各地的法治文化研

究者、创作者和法律实务部门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法治文化论坛是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一年一

度定期面对面进行法治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

的主题是“法治文化与法治实施”。这是在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的法治文化学术论坛。论坛直

面我国当前法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目标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用法治文化的力量解惑释疑，对于

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全面推进法治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涧 河）

2020年我国旅游总就业将达5000万人

第二届中国法治文化论坛在秦皇岛举办

文化产业规划应该给城乡注入民族文化自信
邢晨声

皤滩古镇里的古老戏台

绿水青山美不胜收

抓拍神仙居景区的雾霭风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汝兰制作的

针刺无骨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