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2日，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开幕。当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统筹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时，省人大代表、内
江市乡村振兴局局长林海亮特意勾画
出来，做好标注。

2023 年，内江市以美乡优城为重
要突破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农
村面貌改善行动。作为亲历者、践行
者、参与者，林海亮在见证乡村旧貌换
新颜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乡村文物古
迹保护的问题。今年的省两会，林海亮
提出了关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
步加强乡村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议。

多重因素
制约乡村文物保护

“这次在农村面貌改善行动中，我
们就发现了很多惊喜。”林海亮所说的

“惊喜”就是乡村文物古迹。例如，内江

市东兴区富溪镇罗井村的百年吊脚楼、
市中区永安镇有着300余年历史的钟氏
宗祠、隆昌市普润镇松林村革命工作者
韩秋雁的故居，这些都是当地历史文化
的见证。

尽管在发现文物古迹后，大部分地
方都做了相应的保护工作，按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有的成为院
落景点，有的成为村民活动室。但是林

海亮认为这远远不够，由于没有系统的
长远规划，修缮方案往往是“临时起
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而且乡
村文物古迹认定周期长、保护措施不
当、修缮无序等问题，也会对文物古迹
造成一定的影响。

林海亮说，多重因素制约了乡村文
物保护工作，既有人们对乡村文物古迹
的特殊意义重视不够，乡村文物古迹保
护、开发和利用工作未能制度化，也有
经费问题和缺乏专业人才的因素。

摸清家底
分层分类确定价值

查阅相关资料后，林海亮发现，乡
村文物古迹保护是一个全国性的难
题，在学习了其他地区的典型案例后，
他提出了关于加强乡村文物古迹保
护、开发和利用的建议。首先得“摸清
家底”，建议文物管理部门提前介入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行动，做好乡村
文物古迹情况调查摸底、鉴定，分层分

类确定文物古迹的价值。其次，将乡
村文物古迹纳入乡村国土空间规划，
为后续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基本
依据。

当看到有些地方因为缺乏专业指
导、修缮文物古迹反而对文物古迹造成
了破坏，林海亮十分惋惜。他建议，请
专业队伍制定专业化的技术方案，指导
地方政府进行保护。修缮之后，还需要
完善保障制度，明确乡村文物古迹保护
的基本标准、主体责任、制度安排、经费
保障等，加强管理。

“保护之后更要好好利用，发挥文
物古迹价值，助推乡村振兴。”林海亮
对“价值”有不同的理解——文物古迹
是社会进步的见证和时代的缩影，具
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文物古迹可
以发展成旅游景点，产生其经济价值；
文物古迹可以唤醒家族优秀传统文
化，衍生出新时代村规民约，助力乡风
文明，彰显其社会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林海亮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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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川渝共建项目与合作事项加
快实施……深化10个毗邻地区合作平
台建设。”1月22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开幕，参会的省人大代表、资
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炜
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划下重点。

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是
川渝毗邻地区十大合作共建平台中，唯
一一个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功能
平台。2023年 5月，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
发展新高地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资阳建设资大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也是李炜关注的重点之一，为
此，她建议加快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加大政策支撑力度、产业导入
力度、品牌支持力度，助力成渝地区中
部崛起。

近日，哈尔滨旅游的“出圈”，掀起
新一轮文旅部门的竞争，四川与重庆也
不例外。而作为一名文旅局长，李炜坦
言，现在的旅行出行不仅仅是看景点，
食住行等方面的综合体验也很重要，

“要流量，也要‘留’量。”
作为一个文旅资源相对普通的市，

李炜认为，加快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是助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的重要抓手，对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石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旅游
目的地打造、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李炜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统计局、自然资源厅、税务局、
金融工作局等部门联合重庆市相关部
门，参照川渝两省市《关于支持川渝高
竹新区改革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出台支持资大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措施，
在财政资金匹配、用地指标、项目审批、
税收优惠、统计分算等方面予以倾斜支
持，打造成渝中部政策洼地，积极引导
川渝两地金融机构支持资大示范区项
目融资。

同时，加大产业导入力度。响应国
家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战略，建议由省
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文化和
旅游厅、经济合作局等部门牵头，积极
引导东部产业向示范区转移，支持东部
新兴文旅品牌企业在资示范区开发文
旅项目。建议由省国资委牵头，会同重
庆市国资委，积极引导川渝两地省级国
有平台公司参加资大示范区项目投资、
建设、管理、运营。

此外，要加大品牌支持力度。建议
支持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川
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核心区，以及成
渝古道文化旅游带资大段建设。同时，
支持在乐至县创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区、雁江区创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示范区，以及夜间消费集聚区、旅
游度假区等品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李炜 受访者供图

带着对高铁网建设、攀西地区融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南向开放合作、
乡村振兴等多方面的关注，今年的省两
会，省政协委员、宜宾市政协主席谢杰
提交了关于加快规划建设宜宾至西昌
高速铁路（简称“宜西高铁”）的建议。
为何要提出该条建议？规划建设“宜西
高铁”的必要性有哪些？1月22日，谢
杰进行了解读。

2023年12月26日，随着四川首条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成自宜高
铁的开通，标志着宜宾正式进入“双高
铁”时代。通过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渝昆高铁，宜宾全面
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成为
西南地区除省会以外综合交通优势最

为凸显的城市。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期待着加快

规划建设宜宾至西昌高速铁路。”据谢

杰介绍，“宜西高铁”途经金沙江与长江
经济带，连接宜宾至西昌两个南向重要
城市，是成渝地区进出攀西地区的高速
铁路大通道，也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往西延伸至攀西、滇西北
地区的重要通道。

“加快规划建设宜西高铁，具有四
大方面的必要性，包括有利于构建西部
地区多层次开放平台，有利于助推区域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完善我国西南地区
高铁路网布局，有利于促进沿线资源开
发，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在他看
来，宜西高铁的建设，不仅仅是简单地
连接起宜宾至西昌两个南向重要城市，
更是能进一步完善国家“八纵八横”高
铁网和西部地区铁路网结构，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更高层次、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向开放合作，促进
攀西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
一步发挥宜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
能和作用，实现长江上中下游区域共
融、共赢高质量发展。

此外，宜西高铁沿线分布有众多世
界级、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
保护区。同时攀西地区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盛产亚热带、热带名贵水果、冬
虫夏草等农副产品，亟需结合航空、高
铁快运物流等绿色、安全、现代化高质
量交通运输方式将地区内农副产品运
往世界各地，拓宽销路，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谢杰 受访者供图

省人大代表林海亮：

加强乡村文物古迹保护避免修缮变破坏

省人大代表李炜：

建议加快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省政协委员谢杰：

期待加快规划建设宜宾至西昌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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