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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传统村落是乡村自然、历史、文
化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是浙东农
耕文明的精髓和传统文化的根基，寄托着
宁波人的乡愁。

9月29日，浙江省住建厅公布第一批
省级传统村落，宁波有22个村落入选，至
此，宁波已拥有44个省级以上传统村落。

从2012年起，宁波市规划局牵头进行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如今，一个个凝结着
历史记忆、映衬着乡村文明进步的传统村
落，在保护中绽放新颜，焕发生机，也留住
了人们的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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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传统村落在保护中迸发生机

在慈溪龙山镇方家河头村，白墙青瓦的明清老
街、200多幢古建筑、10多口古井和数量众多的古
树，勾勒出一幅淳朴典雅的明清乡村家族村落图。

“古村建设不能‘贪大求洋’，修旧如旧是我
们的路子。”方家河头村干部丁俊臣说，村里请来
中国美院专家，买来旧砖瓦旧石板，尽可能复原
旧貌。2007年，村庄编制了保护建设规划；2011
年启动对古建筑、古道等的保护修缮，拆除违建
和危旧房，开展环境整治提升。“二期规划刚编制
完成，通过对小天井路里、前三房刺史第等的修
复，预计村庄面貌又会有大变样。”

变美了的古村人气越来越旺。“今年国庆，我
们村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丁俊臣说，“依托农家
乐和民宿、经营特色小吃和土特产，去年村民人

均年收入2.5万元，比5年前增加了30%以上。”
奉化大堰镇大堰村，村内文物古迹众多，明

代尚书第狮子阊门，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变
美了的大堰村不缺人气，但如何把人气留住，把
青山绿水、田园野趣这种“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
资本，成为大堰人面临的问题。大堰村村主任王
光九说：“我们引导村民利用闲置房屋办农家客
栈，让民宿成为串联各类资源的节点。”

据介绍，大堰村现有民宿七八家，200多个床
位，各色主题民宿成为大堰村一大特色，也打开
了村民的致富路。“闲听鱼语”民宿老板王先生告
诉记者：“我的一幢别墅民宿，住宿费1500元一
天，今年国庆期间6天全满。去年一年，民宿收入
有10多万元。”

展望 让民众共享传统村落保护硕果

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
步。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
能，而且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目的是保护和弘扬传统
文化，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最终通过保护和有序发展，让村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市规划局区域规划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该负责人表示，
首先是完整性，传统村落基本格局不能变，村落
的空间布局及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上往往构思巧

妙，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包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历史智慧。其次是真实性，要想方设法保
持遗产遗迹的原真性；再次是延续性，将遗留的
资产保护好，尽量让村庄、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传
统文化得到延续。

下一步，市规划局将继续做好规划引领，编
制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规划；通过对省级传统
村落的保护修缮、环境整治等，达到保护的目的，
在保护中促进传统村落的发展；此外，还将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来，让民众共
享传统村落保护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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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 量身定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编制保护发展规划、开展项目建设、落实资金
保障和技术支持……宁波市规划局通过一系列的
保护举措，唤醒了沉睡的传统村落，让其在保护中
焕发生机。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首先是为传统村落
编制了保护发展规划，建立村落档案、确定保护对
象、划定保护范围并制定保护管理规定。同时提出
村落的发展定位和发展途径，提出改善村落人居环
境的具体措施。”

在此基础上，市规划局创新性地把村庄设计
与保护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对村落入口、重要街
巷、公共设施、村民住房等进行详细设计，有效引
导村庄建设。

“其次是项目建设。例如马头村通过修缮古
宅、重砌天井石板、重铺石板路、鹅卵石路，修复
补天岭古道，新建雕梁水榭亭廊、游船码头等设
施，初步恢复了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该负责人
说。

此外，市名城委依托专家委员会，通过“会员
联名村”活动与村庄结对，为村庄建设提供技术
支持；市规划局起草《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下发《宁波市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管理规定》规范村庄建设行为，举办针对乡镇干
部、建筑工匠的特色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规划意
识和技能水平；乡镇政府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
目列入重点工程实施计划。

曙光 宁波梳理出87个传统村落

上世纪90年代，传统村落面临着工业化、城镇
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原始风貌或出现衰败，或受
到破坏。

2012年，宁波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迎来曙
光——国家住建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传统
村落调查的通知》。次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
出，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保护和弘扬传统优
秀文化，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2年起，由宁波市规划局牵头，经过5年

努力，目前已梳理出87个传统村落，其中22个村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今年9月29日，又有
22个村被列入浙江传统村落名录，为盘清和抢救
传统村落的家底，全面清晰记录各类传统村落的
多样性文化生态信息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市规划局从2014年开始进行全市历
史建筑普查，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被确认为宁波
市历史建筑，纳入法定保护范畴，填补了长期以
来我市传统村落保护体系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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