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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住建复〔2020〕27号

对州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64号建议的

答 复

张春培、李永智 2位代表：

您 2位在州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支持永仁宜

就镇阿朵所村委会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建议》（第 64号），

建议对永仁县宜就镇阿朵所的传统村落元素进行的详细描述，并

对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衷心感谢您对我州

传统文化发展的关心，提案交我们研究办理后，我局高度重视，

由一名副局长牵头组成了建议办理工作组具体负责，多次进行专

题研究。现就相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州文化名镇名村及中国传统村落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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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组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申报，加强历

史文化保护。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积极组织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2019

年 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姚安县光禄镇历史

文化名镇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州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 2个，分别是禄丰县黑井镇历史文化名镇、姚安县光禄镇历史

文化名镇；现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 1个，大姚县石羊镇历史文

化名镇；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2个，分别是禄丰县金山镇练象关历

史文化名村、禄丰县妥安乡琅井村历史文化名村；已经县级人民

政府公布，正在组织申报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3条，分别是分别

是石羊古镇历史文化街区、禄丰县黑井镇锦绣坊（一街）、禄丰

县黑井镇德政坊（四街）。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合理编制保护规划，以保护遗产

本体及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利用的可持续性为原则，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前

黑井镇已完成了 2015年—2035年的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向

省级争取到专项规划编制资金 20万元，姚安县光禄镇历史文化

名镇保护规划、大姚县石羊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正在启动。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转发了《云南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

申报程序》，组织县市积极申报钱在你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二）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留住乡村记忆。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加快完成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建设项目。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中，我州申报成

功 23个。完成了 23个传统村落建档、保护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争取到财政一事一议奖补资金 1095万元，农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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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资金 2460万元，23个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项目已竣工。下

发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牌，并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组织了传

统村落挂牌保护工作。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开展中国传统数字博物馆建设，我州

成功申报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 5个，其中永仁县上

线两个，分别是永仁县中和镇中和村委会中和村、永仁县宜就镇

外普拉村委会大村，5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现已全部上线，可

以不用到实地，在线上就可以进入数字博物馆参观传统村落。三三三三

是是是是完成了中国彝乡·建筑记忆（历史建筑）普查工作和普查成果

专家审查，精选具有保护价值的 70座古建筑和 1个古村落进行

收录，对各县市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进行编录成册，印发 1000

册到各县市开展挂牌保护工作，确定历史建筑 79处，已挂牌保

护并录入住建部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数据信息平台 79处。四是四是四是四是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契机，

以中国彝乡民居设计大赛为途径，以启动农房抗震改造为抓手，

组织开展农房建设试点工作，提升农房建设设计和服务管理水

平。印发了《楚雄州农房建设试点方案》。到 2020年底，计划打

造 4个州级农房建设试点，建设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

经济、结构安全、绿色环保的宜居型抗震示范农房，初步形成立

足乡土社会、体现现代文明、彰显民族风情、宜居宜业宜游的“中

国彝乡民居”建筑群落。建成一批地域文化鲜明、建筑风格多样、

田园风光优美的农房建设试点，初步建立农房设计服务、工匠培

训管理等农房建设管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房设计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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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彰显“中国彝乡民居”新范

式，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和乡村风貌，提高农房抗震能力，大

力推广装配式农房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目前，

完成 4个州级农房建设试点规划。五是五是五是五是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

护规划（修编）项目，积极争取省级资金支持。六是六是六是六是下发《楚雄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贯彻云南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加强我州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七是七是七是七是转发

了《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申报项目储

备的通知》，调查我州潜在的中国传统村落，将历史文化积淀深

厚、选址肌理格局保存较为完整、传统建筑具有一定保护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良好、村落活态保护基础好的村落作为储备

名单，待住建部有申报要求是组织申报。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州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处于

老龄化、空巢化自然性颓废状态。大多年代久远，散落在相对偏

僻、贫困落后的地区，破败严重。除了极少数传统村落被列为历

史文化名村得到较好保护外，大多数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得不到有

效保护。

二是农村规划无序性和土地政策不完善导致拆旧建新“自主

性破坏”。一些地区以城乡统筹发展、调整土地资源为名，进行

大规模的行政村撤并、迁并活动，或整村推倒重建，或整村搬迁

合并，使不少传统村落文化资源被破坏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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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地方政府“重开发轻保护”和商业化过度开发导致“旅游

性破坏”。由于体制弊端，部分地区对传统村落保护意识淡漠，

地方建设片面追求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经济价值，一些具有重要

价值的乡土文化资源因保护管理不善遭到损毁。

四是法规不健全、政策制度弊端、产权不清，给传统村落文

化资源保护带来困难。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

相对滞后，地方性保护法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地域性。村镇的

建设规划、自然遗产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管理，物质文化遗产

由国家文物部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门管理。传统村

落具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三重属性，由三个部门

共同监管，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专门负责。

五是认识不足、保护乏力，造成村落文化资源自然性毁损。部

分地区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认识不足，许多

传统村落的格局风貌、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一些民间民俗文化

濒临消亡，不少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

三、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合理编制《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按照高

标准、高起点、有特色、规范化的要求，科学编制保护利用总体

规划，规定传统村落保护、整治、更新的区域和范围，明确具体

实施的政策和措施。

二是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法规。明确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合理

利用、适度开发、科学管理”的方针，强化“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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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延续性”的保护原则。完善土地置换“一户一基”的政策，

加大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用地的保障力度，支持村民通过城镇保

障房建设进行异地搬迁或原地修缮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

三是加强政策支持力度。省州级确定一定比例的传统村落文

化资源保护费，逐年加大投入。县级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的置换或租赁等方式，

鼓励、吸纳多种资本参与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四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领导小组，

实行“保护责任追究制”，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纳入政绩考

核。探索保护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赢新路。

五是加强宣传教育。展开传统村落遗产的调查评估，建立传

统村落文化资源名录制度，实行分类保护与分级管理。充分利用

媒体进行宣传，增强全社会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和责

任感。对辖区内传统村落文化资源进行“三不漏”，即不漏村镇、

不漏线索、不漏项目的全面普查。

再次感谢您 2位对我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关心，衷心希望

今后对我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10月 28日

联系人及电话：村镇建设科 张晋瑜，0878-3017924。

抄送：州人大选联工委、州政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