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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见习记者吴健 本版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历史文化 （传统） 村落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标志，是

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潜在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好这些村

落，既体现了时代担当，更留住了乡村的根和魂。

自2013年我市开始实施历史文化 （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以来，

共启动了十批67个村的保护利用工作，截至目前，第一至第七批共51

个村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不少昔日破败的古村落展露新

颜。近日，记者深入实地走访调查——

我市目前已有51个村完成相关项目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

历史文化村落焕新颜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带来的不仅仅是
建筑外形上的变化，还有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荻港村唱响了旅游、产业两手抓、两手都硬的
“致富经”。作为桑基鱼塘系统的核心保护区，该村
通过引进资金，打造了投资8000万元的桑基鱼塘农
产品加工项目，研发生产了十多种“桑陌系列”特
色鱼桑小吃，利用桑基鱼塘生态鱼研发了开背鱼等
数十个产品，通过线上店铺、直播销售等方式打响
荻港鱼桑特色美食品牌，在对老旧农宅集中改造
后，推出不同特色店铺12家，形成“苕溪渔隐美食
街区”，带动村域内饭店、农家乐餐位数达3600多
个，回乡及就地就业600多人。

该村还把现有的农村住宅、农业遗产、生态资
源进行盘活整合，利用村庄内古建筑、传统特色建
筑、古树名木，配以环境节点小品、营造特色空
间，打响4A级景区的名号，去年接待游客达63万
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到4.02万元。

在安吉县郎村村，响木舞领队黄英对村里的变
化感受很深：“随着古村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年轻村
民回归乡村，并对畲族传统文化有了兴趣。” 如
今，她的响木舞队伍平均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队员
都是年轻人，前两年，《畲族响木舞》表演还获得了
浙江民间文艺映山红奖金奖、首届长三角地区民间
文艺展演唯一最高奖。

村里的何氏古居维修改造成畲族婚嫁表演场
所，成为村里的人气汇集地；修缮后的蓝成华古
民居，大幅改善原住户的居住条件；凤麟广场每
天载歌载舞，点缀着村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村里
每年还会举办‘三月三’畲族歌会节、‘九月九’

畲族丰收节、畲村过大年等活动，可热闹了。”黄
英笑着介绍，村落建筑的修复加上对传统文化的
保护，村民对传统文化更有自信了，生活的精气
神更足了。

市农业农村局介绍，我市在做好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上，助力不少村落不
断挖掘本村潜力，让传承千年的农作智慧焕发勃勃
生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目前，已经
启动开展项目建设的67个村中有中国传统村落17
个、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1个、3A级景区村
庄35个，同时，累计新增利用业态项目212个，新
增乡村创客团队 69个、引进社会资本175405 万
元，村均村集体经营收入达到177.7万元，位居全
省前列。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我市将古建筑修
复、维护作为重要项目进行推进，但在这场历史文
化（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大潮中，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从事历史文化村落规划相关工作近十年，我认
为目前部分村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村庄升级改造
后不够个性化。”在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记
者采访到了规划设计专家孙立。

村落如何在升级改造时抓住本村特点，而非装
修的“千篇一律”？村庄除了打造景区，吃旅游饭之
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不管是风光旖旎的自然
景点，还是一段历史故事，或是特色小吃，能够吸
引游客的不是单纯的视觉或味觉上的感受，而是其
中流露出来的文化内涵。”孙立认为，对于传统村落
的修复工作，应当深入挖掘村落本身的特色，结合
本地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生活习惯的诸多差异，
如古村落肌理、院落的布局方式，建筑的开间进
深，室内的陈设装饰等，尽力凸显本村特点。

他告诉记者，历史文化村落的未来发展并非只
有旅游一条路子，村落还可以依托修复好的基础设
施因地制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现代农 （林牧
渔）业、商业和服务业，休闲养老业、教育文化业
等产业，将现代化产业融入乡村规划当中。

除了不够个性化之外，近年来，历史文化（传

统） 村落保护工作还面临着部分村落资金投入不
足、修复的专业性不够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市积极开展了行
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年，
我市制定了《湖州市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的通知》等文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
市财政对市本级历史文化 （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
项目按照重点村500万元、一般村30万元的标准
进行补助，各个区县也设立了专项资金，部分乡
镇给予了配套。

同时，我市在编制保护利用规划时，十分注重
科学性、人文性和区域特色，按照高标准、高起点
和特色化、规范化的要求，聘请高资质的规划设计
单位进行规划设计，还召开专题会议、邀请了市内
外专家参与，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如荻港村以

“荻香四季、港通天下”为主题，专门委托了中国美
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对项目进行了全域规
划，以高分通过了省级专家的评审。

据了解，接下来我市将通过努力，力争让每个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做到“一村一智囊”，每个村
的规划都有专家学者的监督指导。另外，还将积极
鼓励和争取社会力量，以捐资、投资等方式，参与
到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中来，形成常态的资金
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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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南浔区荻港村，乘上摇橹小
船，徜徉在古河道中，从一座座古桥依
次穿过。放眼两岸，临河分布着餐馆、
民宿，“鱼桑丰园”“渔灯映月”等一个
个颇具特色的招牌倒映水中，村民们在
河埠头用竹竿吊着篮子，热情送来鱼汤
饭、生熯肉饼子、鲜桑葚汁、爆鱼、鱼
圆等特色小吃，独具鱼桑韵味的水乡体
验令游客们深深陶醉。

“现在村里的变化真大，之前咱们村
里的石板路都被水泥覆盖，路两旁民居
风格也不统一，看起来乱七八糟的。”73
岁的村民孙央囡介绍，自2014年起，村
里开展了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水泥下的“古道”重新展露了容
颜，古宅被翻修，路两旁的民居造型也
成了白墙黑瓦，整体风貌有了大提升。

据了解，近年来，该村累计投入约
1.7亿元对村庄进行景区化打造，保留、
修缮了40余处历史景点、36座古宅，村
庄内古建筑、传统特色建筑、古树名木得
到较好保护，并配以环境节点小品、营造
特色空间，荻港“去脂还颜”，重现水乡
韵味，2015年还获评了国家4A级景区。

同样拥有巨大变化的，还有安吉县
畲乡郎村。“之前我们村老房子多、基础
设施不足，整体居住环境不好。”该村村
支书应朝根介绍，为谋求改变，自2018
年起，该村聘请专业团队，投入了2200
多万元，围绕畲族传统文化，对古建
筑、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管护，
让“老村庄”焕发第二春。

如今，该村古塘、古井、古桥、祠
堂等极具畲族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房
屋外墙布满了彩绘，路两旁的房屋围墙
样式也进行了统一，竹篱笆代替了砖围
墙，屋外，还能看到身着畲族服饰的村
民往来，游人一旦步入其中，便能领略
到浓浓的畲族风情。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显示，自
2013年我市开始实施历史文化 （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以来，共启动了十批
67个村（重点村21个、一般村46个）的
保护利用工作。截至目前，第一至第七
批共51个村（重点村16个、一般村35
个） 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
全市16个在建第八至第十批历史文化保
护利用村 （重点村5个、一般村11个）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不少昔日破败的古
村落展露新颜。

在已经启动开展的十批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中，我市共完成古建筑
顶瓦修补 94478.5 平方米、墙体加固
108179平方米、立面改造117629平方
米、构建修复14012个、异地迁入古建筑
23幢，完成与历史风貌相冲突的建（构）
物立面340290平方米，结构降层房屋20
幢、整体拆除建筑面积103401平方米，
拆迁安置农户677户，村内古道修复改造
2908公里，已经通过省验收的第一至第
七批共16个重点村优良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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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郎村村开展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