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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经济，为古村落添活力

来源：光明日报 2024 年 10 月 11 日 作者 杨贵庆

国庆假期，“国风热”再度燃起，带着孩子走访古镇、古村落

备受家长青睐。数据显示，古村落、古镇、古城等相关酒旅订单量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2%，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辽宁盘锦黑风关古镇

等受到欢迎。古村落蕴含着乡土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物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保护好、利用好古村落，不

仅对赓续文脉、传承文化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城乡融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文化经济是激活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方式。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把它作为

经济资源来开发，并大力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带动产业链衍生发

展，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如果能把古村落历史文化价

值同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相嫁接，深入挖掘古村落历史文化内涵，精

准提炼出属于古村落自身特有的文化品牌并开发相应的文创、农文

旅等产业业态，那么就能实现文化和经济相互融合，有效培育乡村

经济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城市要素流动入村，推进古村落产业振兴。

  从古村落整体发展的层面来看，其更新改造过程中应辩证处理

“取”与“舍”的关系。如今的古村落物质空间形态是不同历史发

展阶段不断叠加的产物，其中既有人们在村落整体空间布局结构、

街巷空间肌理等方面的精心谋划，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追

求等方面的精髓，也有人们在不同年代由于认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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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种种改变。因此，要深入研究古村落历史发展沿革，提取古村

落选址和布局中的山水田园人居精华，做到去芜存菁，通过更新改

造，更好体现古村落在整体空间布局方面的生态智慧和人文内涵，

凸显古村落的整体风貌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例如，浙江台州黄岩

区宁溪镇乌岩头古村注重村落与周边山体环境和溪流关系的安全

选址格局，注重村落整体街巷空间肌理的保护，注重屋脊灵动起伏

的节奏和建筑材料色彩风貌的把控，为今后影视基地、慢生活体验、

艺术村等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空间载体。

  在古村落老建筑修缮改造层面，应采用“修旧如故、功能注入”

的方法。除了不同层级的文保单位要按照文物保护法加以保护之

外，大量传统建筑应根据现代宜居性要求加以改造。更新改造应达

到既保存传统建筑外观风貌又满足房屋内部生活使用要求的效果。

改造老建筑的目的，不是让现在回到过去，而是要让过去进入当下。

例如，一些古村落通过质量评估，将乡公所、电管站等一系列闲置

公共设施更新改造为乡村振兴学院等会议交流、众创空间、住宿餐

饮等功能区域，既促进了村集体增收，又带动了村民开店。

  要加强古村落文化景观塑造，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会客厅”。

在深入挖掘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精准定位古村落的文化

品牌，为乡村文化产品、文旅产业提供文化附加值。古村落文化品

牌的集中体现，需要有一处富有特色的村落公共活动空间，而营造

一处高品质特色村民广场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村民广场就像是

“乡村会客厅”，通过古村落文化品牌的打造，突出体现村落的文

化特征。例如，福建南平邵武市和平镇进贤村的“荷香塘”村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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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名字来源于当地黄氏先祖黄峭公的诗句“熏风浓滞荷香”，广

场周边的传统建筑通过活化利用，为乡村文创文旅经济塑造了一处

标志性公共空间。

  总之，古村落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在深入挖掘乡

村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努力培育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品

牌。在此基础上，通过发展文化经济激活古村落沉睡的历史文化价

值，增强乡村自身造血机能，创造更多类型就业岗位，从而吸引更

多年轻人赴乡创业。以高品质乡村特色空间环境建设推动城市要素

自由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机遇，让古村落在新时代焕发

勃勃生机。

  （作者：杨贵庆，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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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黑名单制度重落实才有威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堂吉伟德

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活动的兴起，一些人烟稀少的自然保

护区，以其神秘和未知受到不少游客青睐。一些游客为了探险或博

眼球，擅自进入景区未开放区域，由此引发争议。“野游”是否存

在法律问题？如果游客进入未开放区域发生危险，谁来承担责任？

景区该如何做好安全管理？对此，有专家建议完善黑名单制度，实

施跨景区联合惩戒。（10 月 16 日《法治日报》）

近年来，伴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地依托现有的文化旅游资

源，不断开发优质的旅游产品，持续满足市场多样化、个性化、品

质化的需求。然而，有的游客并不满足于按照景区提示的游览线路

进行游览，而是热衷于探索那些禁止擅闯的非游览区域。他们无视

景区竖立的警示标志，擅闯未开放区域，一旦发生意外，不仅破坏

环境资源，还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从景区的角度来看，这些游客

的探险行为因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也给他们的管理带来不小的挑

战。

为了维护景区的管理秩序和安全稳定，需要采取并运用更加有

力的手段，对少数游客的“野游”加以防范。既要对相关人员的违

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还要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员加大惩罚的力

度，从而使其心存敬畏，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为了维护景区秩序，

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不少景区开始采取将不文明游客列入黑名单

的措施，有的景区还对严重违规者作出了终身禁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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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黑名单制度作为信用惩戒的具体表现形式，能够产生较大

的震慑力和警示效果。比如今年 6 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

布不文明行为通报称，主播朱某某因长期利用民宿阳台等处对该中

心神树坪基地非展区进行直播，被终身禁止进入该中心各基地参

观。无独有偶，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日也发布通报称，

有游客擅自进入亚丁景区未开发区域开展徒步穿越活动，被终身禁

止进入该景区开展一切形式的旅游和活动。

尽管法律明确旅游不文明行为可以纳入黑名单管理，不过如何

界定不文明旅游行为尚无具体规定。此外，全国景区禁入的措施实

践起来存在一定的执行难度。由于景区管理部门并不具备行政执法

权，因此在面对那些擅自闯入未开放区域的游客时，通常采取劝导、

警告等措施。黑名单制度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并未采

取联合惩戒的措施，导致后续的监管和追踪成为空白，黑名单制度

的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众所周知，信用惩戒的威力在于“一处受限，处处受限”，因

此当务之急，应以景区黑名单制度落地见效为出发点，制定并完善

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和细化相关规定，明确不

文明行为的具体情形，明确擅闯禁区、未开放区域的法律责任，以

及所面临的诚信惩戒后果，让景区黑名单制度更具有操作性。另一

方面，要建立信息共享的联合惩戒机制，分类分层实施并落实联合

惩戒的制度，让游客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买单。如此，景区黑名单

制度才能真正长出牙齿。

在此基础上，还要辅以宣传引导，不断提高游客的公共素养和



- 7 -

文明水平，增强游客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游客也应主动遵

守景区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要故意挑战安全红线。以此为基础，

无论是法律所规定的惩戒措施，还是黑名单等信用惩戒机制，才会

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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