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

热点事件：老城不能再拆了

一、热点概述

老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一座座老宅子、一条条老旧巷，穿梭其中，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拂

动心扉。老城守护着市民们的记忆，也守护着城市的历史文化。但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开发更新中，有

的老城只保留了几处孤立的文物保护单位，一些老建筑、老宅子或者老街区遭到拆除，甚至拆真建假、

拆旧建新。许多游子回归后，感叹故乡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探索文化的活态传承，保护老城，需要的并非是“冷冻式保护”，而要想办法让它活起来，呈现鲜

活的“面孔”，与公众的时代记忆相“链接”。每一座老城都从历史中走来，又大步向未来迈进。我们

呼吁老城不再被拆，期待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经济、继承与发展，在老城共生共荣。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不久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强调要“着力完善保护机制，保留历史原貌，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也曾明确，“在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

拆真建假、以假乱真，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不破坏传统风貌”。

（2）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工作始终念兹在兹、关怀备至。上世纪 80 年代，在担任正定县委书

记期间，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

缺乏保护，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他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

后人。”在浙江，一以贯之关心西湖、大运河、良渚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指出“有的地方搞旧城拆

迁改造，把一些文物古迹搞得荡然无存，这是非常可惜的”。

2.道理论证：

（1）老城见证城市历史发展脉络。老城往往是一个城市人口较早聚集的区域，是城市的商业、文

化中心，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相对集中的区域。老城不同于单体的老建筑。有业内人士指出，老城是古人

塑造的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作品，真正价值就在于城市建筑的整体性和城市文化的完整性。比如，漫步

在北京东城区，古朴典雅的帽儿胡同、国子监街，“氤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如，据志书记载，温

州“山水斗城”的选址格局，由东晋著名文学家、风水学者郭璞所定，“连九斗之山、通五行之水、凿

二十八宿井”，依据地貌实现“倚江、负山、通水”的规划，更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对待老城要像对待生命般树牢“保护第一”的理念。老城自历史深处走来，诉说着悠悠往事，

也镌刻着人文印记，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是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要定期摸清“家底”，把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城一一纳入保护体系，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做到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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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建议：

（1）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城一一纳入保护体系，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

（2）吸引资本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城保护……

（3）注重古城的活化利用，引入文旅、文创、文博等新业态让老城“焕发新生”……

5.原因分析：

（1）老城的修缮保护和精细管理，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2）老城在适应现代生活上存在硬件短板……

（3）一些地方重视商业利益带来的政绩短视……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老城守护着市民们的记忆，也守护着城市的历史文化。但在城市的开发更新中，有的老城只

保留了几处孤立的文物保护单位，一些老建筑、老宅子或者老街区遭到拆除，甚至拆真建假、拆旧

建新。许多游子回归后，感叹故乡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城市中穿梭时，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老旧的房屋，他们夹在高楼大厦之间，但是一砖一瓦都让人

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守护着所有市民记忆的老城。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老城也变得在城市中“难以

立足”……

第二步——危害：

其一，拆除老城会破坏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城市失去个性和特色……

其二，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的做法也会影响城市的旅游业发展……

其三，老城拆除会给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痛苦……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一些地方在利益的诱惑下拆除古城发展商业地产项目，忽视城市长远发展与整体规划……

其次，老城的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古建筑修缮、景区维护管理等维护项目耗资高……

再次，城市人口数量增多、密度加大，老城不可避免地产生功能衰退、设施老化、空间狭小等“城

市病”，与现代生活需求还不相适应……

第四步——过渡：

老城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一张“旧照片”，更是城市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但是现在一些地方对老城

保护不太重视、拆真建假等现状提醒我们，守护老城，我们要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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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老城的保护和管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老城的保护范围

和标准，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城一一纳入保护体系，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同时也可以整合

地区资源以及加大财政支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到老城修护中……

第二，设立老城修护项目组。政府可以通过设置项目组或者慈善募捐的方式，吸引资本力量、市场

力量、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城保护，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参与到老城的更新维护中来，共同

守护住老城旧记忆……

第三，让老城更加适应新的时代，还需要注重古城的活化利用，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利用老城

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引入文旅、文创、文博等新业态让老城“焕发新生”……

第六步——总结结尾：

老城是城市的瑰宝，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城市的精神家园。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老

城可以在新时代焕发出独特的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