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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 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上表决通过。早在2005年，北京市就制
定了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此后，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不断出台。
此次修订也是在汲取多年保护成果基础上的
迭代更新。

条例将北京世界遗产、文物、传统胡
同、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等列入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对象，范围涵盖北京全部行政区域，
主要包括老城、三山五园地区以及大运河文

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等。
为加强老城的整体保护，也将传统中轴线和
长安街、“凸”字形城廓、历史河湖水系和水
文化遗产等历史传统风貌和空间格局列为重
点内容。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落实保护名录制
度。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普查情况，组织专
家论证，依据有关认定标准，提出保护名录
初选名单，向社会公示。条例提出，北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行保护责任人制度；明确
提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负责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谋划、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并纳入首都规划建设
委员会工作体系。老城、三山五园地区、三
条文化带的保护责任人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
府；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的保护责任人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

北京也将鼓励和支持历史建筑、历史文
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等北京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对象的合理利用和有序开放。
条例明确提出，历史建筑可以依法转让、抵
押、出租。北京鼓励历史建筑结合自身特点
和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引入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实体书店、非遗展示中心等文
化和服务功能；鼓励历史名园采取多种方式
开放。

自 1 月 18 日起，北京市 《三山五园地区
整体保护规划 （2019年-2035年）》（以下简
称“规划”） 也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规划”提出，将重点保护“三山五园”
联系老城的长河、御道、视线通廊，凸显首
都功能与山水环境和谐相融的地区特色；延
续三山五园地区作为首都功能重要承载地的
特点，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整体环境，保障
政治中心功能，突出文化中心功能，承载国
际交往中心功能，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功能，
充分保障首都功能的发展提升需求。

“规划”重点保护以山水环境为本底、以
西山为屏障、以皇家苑囿为核心、以水系御
道相互串联、各类要素有机交织的整体格
局，以全盛时期的历史格局为参照，系统保
护山、水、林、田、路、园、村等各类结构
性要素及其所形成的空间秩序。

“规划”通过构建以皇家园林为核心的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积极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为代表
的园林集群，保护河湖渠闸水利调蓄体系、
古村落、历史道路、优秀近现代教育传播
地、革命纪念地、农业文化遗产。重点保护
三山五园地区的山体、林地、河湖水系、各
类绿地等生态基底空间，形成公园成群、绿
地连片的绿色生态基底。恢复部分水系、湖
面，开展补水工程；结合现状条件局部再现
京西稻田景观。

“规划”提出，要重点保护香山静宜园宫
廷区-玉泉山定光塔 （玉峰塔） -颐和园知春
亭岛的互看视廊、山体制高点眺望城市的视
廊视域、开阔水面和重要城市道路眺望西山
和玉泉山的视廊。塑造体现京华风范、山水
意境、田园韵味的整体建筑风貌，织补打造
文化街区的精品之作，形成“园外有园、景
外有景”的城市精品亮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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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于2020年9月公布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首批名单包括：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辽宁旅顺口军民

融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江苏
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和陕西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国家文物局表示，列入创建名单的地区，将围绕特大城市特定区域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不同产权文物资源保护利用机制、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传承、大遗
址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等，持续深化改革，撬动更多制度供给和资源要素支持，着力
动真碰硬、破解难题，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逐步形成示范效应。

据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 （据新华社电）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2020 年 12 月，
国家文物局印发 《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
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办法 （试行）》（下
称《办法》），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
告公示制度。

《办法》要求向社会公告公示文物博物

馆单位名称、安全管理责任单位名称、文
物安全直接责任人与安全管理人姓名、职
务和联系电话，以及文物行政部门监督举
报电话等。

《办法》对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的职责
做了明确规定，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
全直接责任人承担文物安全保卫、消防安
全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重要安全职责。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文物、博物馆单
位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产权复杂，还存

在着大量无使用人的田野不可移动文物等
情况。对此，《办法》分类明确了文物安全
直接责任人：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其保护
管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为文

物安全直接责任人；无保护管理机构的，
管理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文物安全直接
责任人；集体所有的，所属集体组织主要
负责人为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私人所有
的，所有人及其管理使用人为文物安全直
接责任人。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物、博物馆
单位，《办法》规定，博物馆、纪念馆和文
物考古研究机构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
表人为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临时文物库
房、临时文物陈列展览场所，主要负责人

为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考古发掘项目、
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实施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是项目实施期间和项目业务范围内的文
物安全直接责任人。针对无使用人的田野
不可移动文物，《办法》要求省、市级人民
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督导文物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按国家规定履行文物安全直
接责任，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指定乡 （镇）
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组织，承担具体
文物安全管理责任。

延伸阅读

从特点、规模等诸
多方面考量，北京、上
海、苏州都是历史名城
中的特色城市，也处于
13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
的 “ 排 头 兵 ” 位 置 。

“十四五”开局之年，
这些城市继续发力，展
现出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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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文物安全
公告公示制度

北京：

更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公示“三山五园”整体保护规划

1982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05年发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三山五园地区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
史时期文化遗产、山水形胜整体格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空间秩序
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宜园、
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三山五园地区规划范围总面
积约68.5平方公里。

（图片来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

上海：

千余历史建筑面向公众开放
苏州河42公里“秀带”贯通

1983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02年发布《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苏州：

已完成拥有百家博物馆目标
要做“最江南”的文化名城

1982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17年发布《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1 月 27 日，苏州市举行“百馆之城”发
布会，宣布苏州已建成开放包含纪念馆、陈
列馆以及馆藏古代书画、古籍的美术馆在内
的各类博物馆 102 家。苏州市区常住人口
中，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1.2家。

早在2012年，苏州即已通过了“十大文
化工程方案”，第一次提出“博物馆城建设推
进工程”。2018 年，在 《苏州市委市政府关
于文化繁荣兴盛三年行动计划》 中，苏州明
确提出“用 3 年时间使全市博物馆总量达到
100家左右”目标。

据了解，苏州现已基本形成了以苏州博
物馆为龙头、国有馆为主体、主题馆为特
色、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各类博物馆协调
发展的良好格局。“十三五”期间，全市备案

博物馆共接待观众3623.22万人次，其中青少
年观众 571.5 万人次。截至 2020 年底，全市
博物馆藏品总量达 131759 件/套，其中馆藏
一、二、三级文物共14663件/套。

1 月 12 日，苏州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到2023年，通过大
力实施“江南文化”品牌塑造十大工程，使
苏州“最江南” 的文化特质更加凸显，全面
提升在江南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首位度和辐射
力。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表示：作为有着
25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一

座被文化浸润的城市。历史遗存底蕴深厚，
文化艺术星光璀璨，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营
商环境首屈一指。江南文化是苏州的最亮名
片，找回“江南文化”的精神基因，重塑

“江南文化”的金字招牌，苏州当仁不让、责
无旁贷。

与此同时，苏州“运河十景”建设正式
启动，将着力打造吴门望亭、浒墅关、枫桥
夜泊、平江古巷、虎丘塔、水陆盘门、横塘
驿站、石湖五堤、宝带桥、平望·四河汇集等
十大运河文化地标。

继2017年底上海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
线贯通开放之后，至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

城区42公里岸线实现基本贯通。
2018 年 1 月，上海启动实施第四期苏州

河环境综合治理，提出逐步实现苏州河两岸
公共空间贯通。贯通工程启动之初，中心城
区 （外白渡桥—外环线） 苏州河两岸未贯通
岸线约15.3公里。在这些区段中，共有63处
断点分布在沿线黄浦、虹口、静安、普陀、
长宁、嘉定等 6 个区。现今，除个别区段和
点位外，苏州河两岸42公里滨水岸线已基本
实现开放。

苏州河两岸环境品质提升工程全面考验
了城市综合拓展能力。沿线各级政府部门协
同开展建筑、绿化景观、跨河桥梁、防汛
墙、码头设施、道路立杆和架空线等整治工
作。上海市住建委、市绿化市容局、市“一
江一河”办在2020年初联合发布《苏州河两
岸公共空间市容环境治理方案》，将苏州河
两岸公共空间整体纳入美丽街区建设，在苏
州河沿线 20.2平方公里公共空间内打造“生
活秀带”，释放更多临水空间，因地制宜打
造更多类型丰富、彰显活力、更具烟火气的
功能节点。

与此同时，上海已有1039处历史建筑面
向公众开放，已有2458处历史建筑有了专属
二维码，市民游客用手机扫描设置在建筑外
墙或周围的二维码，便可获取相关的文字、

实景图、音频、视频甚至VR全景导览。
自 2018 年起，上海黄浦、静安、徐汇、

长宁、虹口、杨浦等 6 个中心城区率先开展
“建筑可阅读”相关活动。历史建筑不仅“可
赏、可读、可听”，还“可触、可闻”，衍生

出讲述历史建筑故事的音频、视频、书籍、
黑胶唱片等产品。“建筑饼干”勾勒出历史建
筑外形，食品包装袋上印有二维码，扫描后
便可进入“阅读建筑”页面。设计师还精心
制作了“武康味道”香薰。

北京、上海、苏州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上海“一江一河”规划

早在 2018 年，上海即已明确：
逐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
水区，全面提升黄浦江和苏州河“一
江一河”的发展能级和综合效益。

2017 年底，黄浦江 45 公里岸线
滨 江 公 共 空 间 如 期 贯 通 。 2018 年
初，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推进苏州
河两岸公共空间贯通。“一江一河”
的规划愿景为：黄浦江是全球城市核
心功能的空间载体，是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金融贸易、文化创意、科创研发
功能的汇聚地；苏州河则更强调生活
气息，是多元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
是尺度宜人有温度的人文城区，是生
态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城区，是亲切和
谐 、 引 人 向
往 、 与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紧 密 关
联的滨水场所。

链 接

链 接

2021 年 1 月 22 日，苏州下起了
雨，颇具特色的苏州博物馆呈现烟雨
朦胧的别样景致。 王建康摄

2020 年末，随着岸线和景观美化提升工程完
工，集绿地、道路景观、亲水平台为一身的上海苏州
河中心城区 42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基本实现贯通开
放，立即吸引了许多体验者。图为游客在苏州河宝成
桥附近的健身步道散步休闲。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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