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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日，《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指出，传统村落应当整体保护，保持村
落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和景观，维护文化遗产形态、内
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延续性。传统村落保护应当尊重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改善传
统村落生产生活条件，保障原住村民在原址居住的权利，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村落原有形态、生活方
式的延续传承。传统村落的保护重点包括村落传统格局、整体风貌、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传统
文化等。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探访成都邛崃市平乐古镇

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文化遗产
每到春末夏初，成都邛崃市平乐古

镇的阳光就变得格外明媚。白沫江穿
过古镇，倒映着蔚蓝的天空，流淌的河
水带来了丝丝凉意。

清晨，古镇的居民开始忙碌起来，
打铁、做竹编………这座在公元前150
年西汉时期就已形成的古镇，如今仍富
有烟火气息。听着白沫江水在石板上
淌过，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已成为
古镇居民的日常。

在这里出生、长大、就业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瓷胎竹编传承人游伟和
邛崃市平乐镇禹王社区书记杨云，见证
了当地的点滴变化。

“曾经，这里有很多人走出去，去沿
海打工，去外地读书。不过近年来，因
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古镇的人气愈发
火爆。”游伟说。

守护村落的手艺人
看见有游客来心里就很高兴

5月7日，游伟像往常一样，穿着围
裙在店里忙活着。捏着一小把切割好
的竹丝，他手上的动作快速、有力、精
准，游刃有余。

当天，游伟的任务是为即将来体验
瓷胎竹编的学生们制作半成品，这样一
来，孩子们上手就会容易很多，“现在做
的是‘裁料’，是正式编织之前的步骤。
我先打个底，好让学生们发挥，最后再
帮他们收尾就行了。”

店里编织打样、设计新产品，店外
教学培训、分享技艺，游伟的生活总是
围绕这几件事来进行。他说，虽然受到
疫情冲击，但店里的销售还是不错。

“以前，镇上有很多人走出去，去沿
海打工，去外地读书。当时镇上的经济
不景气，竹编产业也受到很大影响，没
有人来学，竹编制品也卖不出去。后
来，古镇开始红火起来，游客多了，销量
就起来了。许多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后
发现，做竹编不仅能挣钱，还能照顾家
里，于是就留下来了。”游伟说。

古镇的发展留住了艺术，也留住了
人。这样的经历让游伟意识到，文化遗
产和古镇是一体的。2008年，邛崃市瓷
胎竹编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这项技艺
迎来“春天”的转折点。同年，游伟位于
古镇内的工作室开张了。

游伟说，更大的转折点是在几年
前。2017年，平乐镇禹王社区被写入
《中国传统村落档案》。2018年，禹王社
区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9年，禹王社区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在他的心目中，这代表着抽象的

“艺术标志”有了具体“地理标志”的
助力。村落的知名度扩大了，手艺人也
跟着“沾光”，迄今为止，镇上有接近200
户人家加入了居家灵活就业队伍，专门
从事生产、编织工作。

订单变多了，游伟和徒弟们开始思
考怎样才能让竹编更好看、更有美感。

如今，工作室的竹编品类多样，能满足
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审美需求。

过去5年，游伟教了不少学生。“手
艺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技艺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竹编技术在清朝就有了，我
是第五代传承人，不能封闭，不能让技
艺在我这里断了。”他用自己的方式，保
护着瓷胎竹编这门传统技艺，也保护着
禹王社区。

“保护村落就是保护文化，村落变
好了，文化就好了。看见有游客前来，
我就很高兴，有人气什么都好。”这是游
伟的心里话。

传统村落的生命力构成
古建筑、历史人文、风俗文化……

镇上栽种了13棵古榕树，历经千余
年，它们和古镇“长”成了一体。根系发
达、枝叶茂盛，古榕树为这里的居民们
遮阴避暑，它们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正如
同这座古老的村落一样。

“这里的很多房屋都是清朝时建造
的，古人的智慧太妙了，这些古建筑外

表看着旧，其实特别结实，能抗震、防
水，还冬暖夏凉。”一个居民说。

古建筑顶部架空层和屋顶挑檐的
存在，能起到很好的调温作用。譬如挑
檐，不仅令建筑造型美观，在功能上也
照顾周到。通过把屋檐向外挑出一定
尺寸，可以调节阳光的照射效果。当夏
天早上温度较低时，阳光可以照进建筑
内部。正午的太阳几乎位于正上方时，
就只能照射到檐柱外侧，热量被隔离在
建筑外部，室内就能保持凉爽。在冬天
时分，随着太阳升起，建筑内部逐渐接
受光照，到了正午，阳光正好射入室内
最内侧墙位置，使得屋内暖意洋洋。

“2019年，省财政厅和省住建厅下
达了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给禹王社
区分配了270万元，包装打造‘禹王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对现有农
贸市场及周边雨污管网进行改造。因
管网改造涉及的路面和建筑进行了拆
除和恢复工作。”禹王社区书记杨云说。

除了建筑和街貌，禹王传统村落的
保护还有很多方面。

“在禹王社区，可以看到很多原乡

风俗，像传统赶集、古戏台唱戏、老茶馆
听戏等。社区内还有23.54万平方米保
存完好的明清古街建筑群，如长庆街、
禹王古街、福惠街等。因此我认为，对
传统村落的保护是由保护历史人文、风
俗文化、历史建筑、重要遗存、文物点等
组成的。”杨云自豪地说。

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平乐历史文
化名镇保护管理办法》从名镇古街保护
管理、文物古迹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旅游景区与古建筑民居保护管理、古镇
景区交通管理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谈及将来，杨云说：“镇上将会借力
相关部门征集或者聘用修复工匠，组建
历史建筑修缮队伍，做到定期维护，有
效保护。为了保护文化，我们还要打造
具有平乐特色的‘传统村落’旅游品牌，
深入挖掘平乐九古文化、八大文化，提
升打造八店街打铁铺、竹编工坊等8个
特色体验式民俗文创小店，保护传承竹
麻号子、竹龙、河灯祈福等特色传统民
俗活动。”

四川的保护之路
大力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6819个，这是全国被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的村落数量。333个，这是四
川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数
量，占比达到了5%。

传统村落保护是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
2012年之前，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
工作。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这项工
作曾面临着不少严峻的问题，比如传统
村落“空心化”、基础设施不完善、保护
资金不足、缺乏联动发展等。

如何推进？从2012年起，四川开始
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级传统村落，开展了
4批省级传统村落申报工作，其中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达333个，居
全国第九，列入四川省传统村落名录的
村落达到了1046个。

2020年以来，四川积极推荐申报国
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市和示范县。2020年6月，甘孜州被确
定为第一批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10个示范市（州）之一，获得中央
财政资金1.5亿元。2022年4月，广元市
昭化区、泸州市合江县被列为2022年国
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市、区），获得中央财政资金1.125亿元，
大力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在保护传统村落的路上，除了当地
的保护，强有力的立法也必不可少。记
者获悉，《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已
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填补了
传统村落一直缺乏相关地方立法保护
的空缺。

持续开展四川省传统村落申报工
作，大力推进四川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未来，这条保护之路将会
一直延续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白沫江将平乐古镇“一分为二”。受访者供图

游伟正在从事瓷胎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