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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五年发展规划， 这是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已经上升到新台阶所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
2003年6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作出

“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的决策，由此开启美

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也开启了浙江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村落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推进的先行

先试。在实践的基础上，2015年浙江省又启动了

《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这些创新性实

践探索，既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美丽乡

村也有了深厚的文化之蕴。
一、 在传统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留住乡村

文化的根

2013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城镇化

工作会议上指出，“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①

这一美丽乡村建设思想不同于以往片面追

求物质财富增长的所谓现代文明， 引领美丽乡

村建设朝着自然和人文风情融合， 进而集聚和

谐进步力量的方向前行。
第一， 摒弃对历史文化村落及其所承载的

人文精神的保护和传承重视不够的做法， 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更加注重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

境、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历史文化村落大多有

诗词歌咏、楹联题刻、文化典故等人文景观，是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的质朴自然而又如诗如画

的园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与先发国家

的巨大差距所推进的赶超发展， 曾长时期强调

物质财富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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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融合推进的实践表明，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讲好乡村故事，可以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使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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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太多历史文化遗产消失，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

护刻不容缓。人们开始反思，农村不能成为荒芜

凋敝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强调， 要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

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

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 整治和科学合理地开发

利用［1］。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 回答学生们关于

环境保护的问题时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

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

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③。农村的美，既要

自然生态环境美，也要人文生态环境美。保护利

用好历史文化村落， 把乡村建成生态文明和独

具人文风情的诗一般的宜居佳境， 既可以寄托

乡愁， 也可以更好地维系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

生态。
第二，摒弃片面追求所谓的现代文明，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注重把乡村文化的根留住。在“文

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国一方面将学习外国的做

法视为崇洋媚外，加以批判；一方面，又对历史

文化加以批判而消除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度

时期，“洋气”又成为时髦，而民族文化被视为土

气。历史文化村落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
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 意境深远的人文景观和

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然而，在工业化、城镇化

过程中快速消失，变成了工厂、楼房、闹市。2014
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生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

会员大会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

断了精神命脉。”④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美

丽乡村，应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不容断掉

乡村文化的根。
二、 讲好乡村故事和传承好传统文化让乡

村更加美丽

浙江省在建设美丽乡村中， 注重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村落，在保护利用的规划、政府工作布

局和项目实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实施

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 其中一项基础

性工作，就是开展《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

划（简称《千村故事》），即：一是寻访“那 村、那

人、那故事”并整理编撰成书，以更好地讲好历

史文化村落背后的故事及寓含的向善向上的价

值；二是基于历史文化村落的调查研究，从中认

识经济社会变迁规律， 并提出保护利用规划和

发展对策建议；三是摄制影像，以抢救定格乡土

印象；四是推出历史文化村落文化展示馆，让人

们可以从中回味记忆和寄托乡愁； 五是保护利

用“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和谐进

步的历史文化村落，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

基地。《千村故事》“五个一” 行动计划就是在保

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物质文化遗存基础上，更

好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
记忆和传承。

浙江省在实施《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

划时，特别重视发挥科研和教学力量，实行政、
产、学、研结合，取得一批成果。完成了包括《生

态人居卷》《礼仪道德卷》《劝学劝农卷》《清廉大

义卷》《名人名流卷》《民风民俗卷》《手技手艺

卷》《特产特品卷》 在内的8卷本 《乡村故事》丛

书。在此基础上，还浓缩其精华，从中遴选260个

故事，汇编于3卷本的《〈千村故事〉精选》，其中：
卷一收入 《生态人居卷》《礼仪道德卷》《劝学劝

农卷》的90个故事，展现了浙江历史文化村落布

局、人居环境、传统礼仪道德、耕读文化；卷二收

录《清廉大义卷》《名人名流卷》的85个故事，颂

扬了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清廉官吏、 大义先贤

和名人名流；卷三收录《民风民俗卷》《手技手艺

卷》《特产特品卷》的85个故事，记录了浙江历史

文化村落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地域性产品。
2012年起全省已分3期批准对779个历史文化村

落实施保护利用措施。［2］(P14)

浙江省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先行先试的

探索， 不仅促进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的扎实推进，还为探索讲好乡村故事、传承好乡

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更好发挥

作用的实现机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中，给人

244



以一些启示迪， 即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建设美丽乡村，让

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仅

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还要通过保护利用

好历史文化村落，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传承好乡

土文化，使其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特

有的人文精神引领向善向上。
三、 把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动力

浙江省的实践表明， 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

落， 可以成为相对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美丽乡村

建设的突破口和动力。
1. 把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作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向更高的新

阶段跃升。浙江省2003年起实施的“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明确把保护古建筑村落作为重要

内容。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提出，各地在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 要切实加强对优秀乡土建筑和

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 努力实现人文与生态环

境的有机融合。 至2007年的5年间， 浙江省对

10303个建制村进行了整治，并把其中的1181个

建制村建设成 “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1］。2010
年， 浙 江省 制定了 《美丽乡村 建设行动 计 划

（2011—2015年）》。2012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省

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

若干意见》，把修复、保护、传承和永续利用历史

文化村落文化遗存，作为“万村整治、千村示范”
和美丽乡村建设重要内容。2012年11月，中共十

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美丽乡村建设迅即成为中国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潮流。保护历史文化村落，
有助于乡村文化、 生态人居和现代文明融合发

展， 使乡村更具文化底蕴和绚丽的风情魅力，进

而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2. 把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作为村庄转型

升级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与集体经济发展结

合起来，可以夯实美丽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保

存较好的历史文化村落，一般处于相对偏远的地

区。据《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项目组对全

省历史文化村落汇总信息的分析， 历史文化村

落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区 ［2］(P13)；历史文化村

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农民平均可支配

收入11580元， 仅为全省平均19400元的59.7%；
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71.56万元， 仅为全省115.9
万元的61.7%。［3］在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村落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发展机会相对较少，而保

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资源， 将历史文化村落作

为经济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是这些村庄实现追

赶和转型升级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历史文

化村落内含的文化符号， 已成为吸引旅游者的

魅力所在。一些历史文化村落，抓住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后对历史文化村落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

机遇，对历史文化村落进行了旅游开发的探索。
浙江省《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项目组问

卷调查的124个村中，制定了旅游发展规划的有

53村，占问卷村总数42.74%。深入考察问卷村旅

游业及相关服务业经营状况，2014年有旅游收

入的为18个村， 占制定了旅游规划村的34%，总

收入2060万元，平均每个村114.44万元［4］。同时，
浙江省数以千计的农特产品，从一个村落发源，
经过历代村民的精心呵护培育， 注入了深厚的

文化印记， 而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又使其

生辉，提高一个村落、一个产品的知名度，发挥良

好的名片效应，使其具有独特魅力的竞争力，许

多农特产品由此走出村落、走向世界。浙江省《千

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项目组对千村集体经

济与一些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 发现历史文化

村落的集体经济与村落是否有保护利用规划以

及是否发展旅游业呈正相关 ［5］。这些都表明，通

过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 可以为乡村发展

奠定人才、资金、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基础，逐

步增强相对偏远落后的历史文化村落发展的内

生能力， 形成实现追赶和转型升级双重使命的

内生式发展路径。
3.把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作为完善乡村

治理的重要抓手， 使乡村形成向善向上风尚而

更加美丽。 历史文化村落有着流传已久的礼仪

乡村之美在于有文化魂———兼评《千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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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清廉大义、生态人居、劝学劝农、名 人名

流、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制度等及其故事，承载

着地域特色的 “慈文化”“德文化”“善文化”“孝

文化”“信文化”等活态文化。本土名人名流敬老

爱幼、忠君爱国、勤耕苦读的历史典故，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农家子弟好学上进， 代际传承和弘

扬中国优秀乡村文化。 这些蕴含在历史文化村

落故事中的乡村文化是一个村庄能够经历各种

洗礼而演进的魂，承接过去，延向未来。保护利

用历史文化村落，让其活起来，讲好乡村故事、
传承好乡村文化， 可以发挥历史文化在乡村治

理中促进社会和谐、提振进取精神、增强发展动

力、增强集体凝聚力的作用。
浙江省保 护利用历 史文化 村 落 的 实 践 探

索，得出了一些启示，即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建设美丽乡

村，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不仅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还要通过保护

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传承

好乡村文化，使其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特有的人文精神引领向善向上， 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引擎。
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 有些问题还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主要有：一是如何构

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

指标体系； 二是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中的点与面的关系； 三是如何处理好古迹

原址保护与异地保护的关系； 四是如何在开发

利用上避免同质性而使之异彩纷呈； 五是如何

调动各方面保护开发利用的积极性， 形成基于

共享发展成果的共同体传承发展机制， 增强保

护利用的自觉，实现由被动的“要我保护”到主

动的“我要保护”的转变；六是如何处理好政府、

社会、农民保护利用的关系，形成共同推进的合

力。这些问题的破解，不仅需要保护利用规划引

导、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还需要理论和智力支

持。鉴此，应通过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发挥

好科研、教学单位的理论和智力支撑作用，挖掘

和整理好历史文化村落背后的故事， 使保护历

史文化村落在讲好中国乡村故事、 中国乡村经

验中更好发挥作用， 使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

在传承中华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更好发挥作用， 也才有助于历史文化村落的保

护利用与美丽乡村建设更好地融合发展。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

②人民日报2013-09-08(1)。
③人民日报2016-04-29(1)。
④人民日报2014-0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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