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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保护传统村落

一、热点概述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很多传统村落已有数百年乃至逾

千年历史，它们不仅留存着历史的“现场”，还接续文化传统，记录着一代代人的生活轨迹。保护传统

村落，就是保护民族记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走过

10 年历程，目前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

护群。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有力有效，比如，不断完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制度。确立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既鼓舞示范名单内的村落做好保护工作，也激励更多地方向示范看齐，

加大力度保护传统村落。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活化保护利用”点多面广的传统村落古建筑和民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钱从哪儿来？产

权如何认定？这两大困扰传统村落保护的难题，在各地探索和实践中正逐步找到化解途径。作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之一、拥有 310 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安徽黄山市，在全国首创“古民居产权流

转交易信息平台”，探索古民居产权规范流转试点；福建省出台全国首部专门保护传统风貌建筑的地方

性法规，探索上网租养古厝、开展古厝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在山西省，由村集体统一收回产权，再采

用租赁等方式开展资金筹措，实施保护利用……有了政府投入、市场运作、社会资本参与等途径，一些

原本老旧破损、群众无力修复的古民居有了保护和利用的新机会。

（2）2012 年，我国建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制度，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通过多年努力，扭

转了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使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和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同时，各

地在积极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活化利用、以用促保，不仅留住了最美乡愁，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条

件，更激发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传统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道理论证：

（1）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传统村落的主体与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活

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

（2）财政支持对于促进传统村落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强有力的支持力度，不仅能让集

中连片示范县建设获得资金保障，也能让社会资本看到政府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决心，进而形成

更好预期下的投资信心，有助于撬动和吸引其参与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设，形成更广阔、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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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化动力机制。当然，财政支持在吸引社会资本“进场”的过程中，也应发挥各地的主观能动性，

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参与的细则，探索形成具有各地特色的做法。例如，可以通过“整体打包”的方式，

把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加以统筹，以相应权限让渡节约投资成本等方式，让社会资本产生更加直接

的带动效应。

3.对策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试点示范工作……

（2）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参与的细则，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保护传统村落……

（3）活化利用、以用促保，不断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保护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政府行为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古村新韵，文脉悠悠。一座座古村落展示着农耕文明的辉煌，充盈着淳朴厚重的气质。《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民居，我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二步——意义：

其一，保护这些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可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

和自豪感……

其二，这些特色村落和民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有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农民收入的提高，

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其三，保护传统村落、建设美丽乡村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提升

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第三步——担忧分析：

首先，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导致传统文化被滥用或失真……

其次，如何在保护传统村落和民居的同时，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个平衡点很难把握……

第四步——过渡：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在于法之必行，要想让这项规定在各地推广，产生实效，让传统村落在新

时代焕发生机活力，我们还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第五步——对策：

第一，坚持合理保护与科学发展相结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充分考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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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

文明要素结合起来，确保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第二，坚持完善机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当地保护部门和监管部门要针对传统村落保护建立健全的

监管机制，加强对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的保护和管理，对传统村落景区出现的破坏建筑、

乱丢垃圾等不文明现象以及古村保护乱象进行严厉打击，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

第三，坚持线上宣传与线下引导相结合。政府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在线上投放传统村落

风光纪录片、发布推文等方式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意识。同时也要在线下引导更多的社会

资本、社会力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让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来……

第六步——总结结尾：

前不负先人的创造，后不负来者的期望。把传统村落这一活着的历史文化传承接续下去，把美丽乡

村建设好，决不能是一时之功，而需要持之以恒。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我们能够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传承，让古老的乡村彰显出新时代的魅力和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