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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棚改的温暖：1亿多人“出棚进楼”

留住乡愁 绽放新颜
——传统村落保护激发乡村活力

“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
那吱吱唱歌的水磨……”一个个村
落，承载着中国人绵长的情思乡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
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
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

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
得住乡愁”。

在有关部门、各级政府积极响
应和高度重视、扶持下，近几年，我
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
效显著；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更
激发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苍洱毓秀”
“古”味延绵 新韵悠悠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家乡“山”“海”间
的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小院外墙上。

李德昌的家乡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
理市湾桥镇古生村，青瓦白墙的村子背靠苍山，
面朝洱海，是一个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

李德昌家的小院宽敞明亮，绿意盎然，体现
了坊、阁、照壁相结合的白族传统建筑风格。“这
个院子是我在1997年盖起来的。”李德昌说。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
时，走进了李德昌家中。看着李德昌家雕梁画栋的
房子，干净整洁的院落，生机勃勃的植物，总书记
十分高兴，他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
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总书记的一番话，让我们更清楚传统村落
保护的重要性。”李德昌说，“不但洱海要保护
好，传统白族民居的风貌也不能丢。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无论缺了哪个都不行。”

几年来，古生村按照“保护古建、引导在建、
规范未建、改造老建、打击违建”的工作思路，实
施建筑民居风格整治，保持青瓦白墙、斜屋顶、
淡墨画的白族民居风格。

记者了解，村内完成了“三线入地”工程，主
要道路硬化、拓宽，对7户有较重历史和民族文
化底蕴的白族民居古院落进行挂牌保护，对凤鸣
桥、古戏台等文物古迹实施修旧如旧，提升修缮。

今日古生村，天空更“干净”，湖水更清澈，
环境更整洁……

“拯救老屋”
激活村落 重焕生机

湘南大山深处，蓝山县祠堂圩镇虎溪村。
这个唐宋年间就有烟火的千年古村，2016年入
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在上级文物部门资金支持下，虎溪
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古戏台、古建院落等

近3000平方米区域实施文物本体修复；通过更
换楼板、瓦片、栏杆，修复马头墙、屏风、门窗等部
件，古村重焕生机。同时，还成立纪念馆，陈列
1934年红六军团长征过境虎溪时的珍贵文物。

2016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实施的传统村落保护公益项目——

“拯救老屋行动”在各地推进。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几年

前，原户籍人口14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
200人，部分老宅年久失修，只剩残垣断壁；村
里原有120多栋明清建筑，多栋被拆除。

2017 年 5 月，在政府支持下，龙潭村开始
“拯救老屋”、复兴古村。

“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点，我们聘请
老工匠艺人，采取传统工艺进行修复。”驻村第
一书记夏兴勇介绍，他们还创新推出“认租 15
年”运作机制，以吸引社会资金修缮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订15年合同，15
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 3 元钱租金。”夏兴勇
说，目前，龙潭村有32栋古民居采取这种做法，
吸引了国内外100多人前来承租修缮古民居，
长期定居。

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后，既保存
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起了新兴业态。江西
人曾伟第一眼见到龙潭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村里租下一幢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改造
成以读书为主题的“自用+分享”生活空间。

记者了解，“拯救老屋行动”采取政府委托，
社会组织运作、监督、管理的项目实施办法，吸
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各地在实践探索中形成
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机制，吸引了农民回
村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非遗项目活化和公共
文化服务改善，有效激发了传统村落的活力，为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乡村“网红”
魅力倍增 助力振兴

拯救、保护、利用，让古村落平添“新资源”。
一幢幢夯土实木的民居古朴静美，一曲曲

四平戏曲悠扬悦耳……这是记者走进龙潭村感
受到的。

“我们不仅注重保护好古村外观，同时在内
涵的深挖上下功夫，让村子真正‘活’起来。”夏
兴勇说。

龙潭村一直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四平戏，为了“活化”这一珍贵文化遗产，
龙潭村建起了四平戏博物馆，戏班子重新开班；
为传承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这一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村里也建起博物馆。

短短几年，龙潭村古厝修复一新，设施齐
全；常住人口恢复至600人左右；公益画室、美
术馆、四平戏博物馆、黄酒博物馆、咖啡屋、图书
馆的出现，让过去无人问津的破旧古村落，变身
旅游“网红村”。

“节假日游客爆满，周末一房难求，农家菜
馆门口经常排起长龙，农副产品卖得红红火
火。”龙潭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开心地介绍。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选取了
27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集中成片的中国传统村落，开展整体保护
利用工作。2018年评估结果显示，51处传统村
落文物保护项目完工率达84%，有效确保了文
物安全，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一半受保护村落的收入高于所在县平均
水平，70%村落的旅游收入实现近 40%的增
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今年暑假，从杭州到大理旅游的周冬梅女
士一家三口，为了在古生村村民何利成家的民
宿住上一晚，退订了昆明的酒店。

“我们被古生村的美景和美食迷住了。”周
冬梅笑着说。

“苍洱毓秀”的主人李德昌也辟出空间，陈
列和销售下关沱茶、鹤庆银器等当地名产。“每
天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李德昌欣喜地说。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等6
部门公布了第 5 批 2666 个中国传统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已达6819个。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以棚
改为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通过美
化环境，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
使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
苏艳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究，鱼
缸里养着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阳台上
摆满了花草。“在城里住了几十年，现
在才算真正过上了城市生活。”苏艳梅
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
文明素养也相应提升。武汉青山区青
馨居社区的余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
都变了个样，“刚搬来时，不少棚改户有
乱丢垃圾、高空抛物的坏习惯，在社区
宣传引导下，再看我们的社区，卫生干
净，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了
新家。”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阁
社区的刘志纯说，她现在每天都去老

年活动中心唱歌，参加社区举行的各
类活动。“居住环境好了，生活也更丰
富多彩了。”

记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走
访感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各地抓住棚改契机，完善
道路、电力、燃气等配套基础设施，污水
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等项目相继
投入使用，并建设公园和广场，大大提
升了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

从“将就”到“讲究”

从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安居
工程，又是帮助群众创业就业的乐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安置点
新希望小区，常志凤经营了一家超市，货架上
的商品琳琅满目，生意不错。2014 年棚改
时，她用20多万元安置款买下这家店面。常
志凤说：“过去房子破烂，没有固定收入，是棚
改让我们全家重获新生。”如今，她家又买了
新房、汽车，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店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如搬入新
居后，一家人信心满满开始了新生活。眼下，全
家正忙着给儿子找媳妇。“党和政府心里装着咱
棚改群众，我们既感动又感恩。”李碧如说。

作为棚改受益者，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
小区 78 岁的老人吴传发，创作了湖北慢板

《幸福不忘共产党》，在武汉三镇表演上百场，
感恩棚改好政策。去年吴传发还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棚户区居民
的好日子，我要向党组织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有效
带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2008年至2018
年，全国棚改完成投资约9.7万亿元，棚改及拉
动相关产业总投资，2017年超过20万亿元。

完整参与了阿尔山市棚改工作的副市长
赵德权说，通过棚改，广大干部练就了与群众
打交道的真本领，为民情怀深植内心；棚改群
众真心拥护党和政府，精神头更加充足。“棚
改，架起一座党群连心桥。”

阿尔山市80岁的棚改户毕殿花说，党和
政府把发展的红利发放给了老百姓，让大家
过上了幸福生活，“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活
到100岁。”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
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他在多次实地考察
时强调，要让棚户区、老城区里的群众居住更舒
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
让大家能过上现代生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棚
改工作在全国各地扎实推进，短短几年时间，上
亿居民“出棚进楼”，圆了安居梦。

从“忧居”到“优居”

8 月的内蒙古阿尔山市，碧空如洗。笔直
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回迁楼。79
岁的郭永财和老伴如今就住在这样的高楼里。

“家里装了电热水器、马桶，生活很方便。
冬天集中供暖，盖个毯子就能睡个好觉。现在
真是享福了。”老郭露出幸福的微笑。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30多摄氏
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阿尔山市，并到困难
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解情况。看到郭永财等
群众住房还比较困难，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加
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上
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阿尔山市开始
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2014年至今，当地累
计投入40亿元改造棚户区。如今，像郭永财一
样的10200户群众，从“忧居”走向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净……家住湖
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区的刘桂华由衷感
慨：“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来
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棚户区改造事关千
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
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总书记
一席话，让当地群众感受到浓浓温情。而今，通
过棚改，武汉青山区 1.3 万余户、4 万多人的棚
户家庭迁入新居，刘桂华一家也在2015年搬进
了新小区。

2013 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推进，取得
了历史性成效，2013 年至 2017 年累计改造各
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6000多万居民，改造
数量和惠及居民数量均比2008年至2012年翻
了一番。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范围内1亿多
居民“出棚进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女儿（左一）、儿媳（右一）来到家中看望郭永财（左二）和冯秀华（左三） 苏艳梅（后）和婆婆李秀珍在新居中看电视

阿尔山市一处棚改集中安置点阿尔山市一处棚改集中安置点

古生村保存完好的古戏台

游客在李德昌家的小院内参观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