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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蔡合彬：
《条例》明确了古城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和规范设置消防设施、
消防通道，强调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履行好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为漳州古城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保驾护航。

漳州城投古城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晓丽：

《条例》对古城保护利用作出必要的规定，既规
范了古城范围内的经营管理活动，对于古城文化资源
活化利用也起到鼓励引导作用，有助于合理规划古城
业态布局，激活千年古城活力。特别是《条例》第二十
六条鼓励“发展特色文创、民俗客栈、温泉等特色文旅
产业”，让我们对今后强化业态培育、全力打造“漳州
特色留宿地”更有信心。

西桥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刘秀敏：
位于古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西桥街道，近年来着

力加强对古城的精细化管理，取得显著成效。此次《条
例》的出台，在保护经费、设施新建扩建、车辆管控、户
外设备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为街道强化对古城
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遵循，有效推进漳州古城保护开

发进入法治轨道，这对加快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进程也是一个绝佳契机。

芗城区城市管理局直属一大队副大队长
赖国滨：

《条例》中明确规定，古城内各类户外设施设备应
符合漳州古城保护规划和风貌导则，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审批或者备案的应依法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这
是我们顺利开展日常工作的重要依据。我们将按照

《条例》规定严格执法，共同守护漳州古城，让古城发
展得越来越好。

漳州古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明文：

《条例》的出台，对漳州古城保护有着重要的意
义。它明确了漳州古城的保护对象、保护措施和相应
的法律责任，为持续做好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了
法制保障。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打响漳州古城品牌，加
快 A级景区创建，使古城成为“漳州城市会客厅”。

华南社区居委会主任 戴学贵：
过去，社区在管理古城内乱张贴乱涂画、占道堆

放物品、随意倾倒垃圾、排放污水油烟等影响市容市
貌的行为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常常陷入管理窘
境。如今《条例》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让社区
在古城管理工作中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能有效引导
和约束不文明行为，为古城创建整洁、优美、文明的环
境提供了强大支撑和法制保障。

漳州古城竹器店经营者 许碧英：
《条例》中明确规定“鼓励传承弘扬漳州木版年

画、剪纸、漳绣、棉花画等本土民间传统工艺以及竹
器、碳精画等老行当、老手艺”，这对我们传统工艺从
业者既是保护和鼓舞，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
们会积极开展现场体验、特色主题日等运营活动，让
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推动老手艺更好的延续、
传承和发展，打响古城“老字号”品牌。

漳州古城“茶之序”经营者 黄亚平：
在《条例》中，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文化保护提升

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让漳州古城环境更美、布局更合
理、业态更丰富、游客更多更广，有利于全面加快古
城发展。相信未来的漳州古城会更加美好、更加宜业
宜居。

⊙本报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章法工

《条例》从空间范围、责任体系、保护措施、活化利用
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市、县（区）两级政府、各职能
部门、居民商家等搭建起立体的古城保护责任体系。特
别是按照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分区保护，分别

设置了不同保护措施，并针对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
管理与利用的关系，单设一章规定了活化利用遵循必要
适度原则，对古城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下阶段，市自然资源局将按照《条例》规定，牵头起

草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保护名录管理办法等一系列
配套制度，邀请专业团队制定漳州古城风貌导则，进一
步完善漳州古城管理体系，推动漳州古城保护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本报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章法工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庄景辉：

设立漳州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意义重大

《条例》第九条规定“漳州市人民政府设立漳州古城保
护专家委员会”。我认为，这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管
理、继承与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举措，具有重要的
意义。漳州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可以为提升漳州古城品质发
挥几方面作用：一是研究咨询，研究总结保护工作的经验及
其教训，提出对策建议和技术咨询；二是论证审议，协助审查
保护规划和风貌导则的编制，比较和抉择重要项目的建设方
案；三是指导把关，监督检查各项规划的实施和相关法规的
执行情况。

●漳州市名城办原主任 杨佳麟：

条例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

《条例》分别从项目建设、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
消防安全、户外广告设施、外挂设备等多个方面制定出具体
措施，充分考虑了地方特色，可操作性较强。如第十四条至
第十六条，对古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做了明确规
定，倡导慢行交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古城内
的禁止破坏行为和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比如不得修
建损害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等，这些都为《条例》的具体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闽南师大教授、省非遗专家、省闽南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 郑镛：

让古城保得住用得好活起来

《条例》的制定实施，有利于各类文化遗产保得住、
用得好、活起来。我认为，下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应该
继续制定一些细化措施，如在古城内定期演出芗剧（歌
仔戏）、布袋木偶、大鼓凉伞、讲古，举办片仔癀、漳州瓷
器、木版年画、八宝印泥等专场展销会，引入漳浦翰林
糕、杜浔酥糖、白水贡糖、长泰明姜等其他县（区）的非
遗项目等，推动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
结合，让古城内外联动、融通四海。

●漳州市文管办原主任、文博研究馆员 杨丽华：

保护古城文物 打造古城新亮点

漳州古城内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县（区）级不可移动文物十几处，
还有不少重要涉台文物。这些文物保护单位是漳州古
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价值。《条例》提出要遵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古城内文物，这就要求
各相关部门、原住户、游客都能知法守法，身体力行，一
起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帮助这些文物
还原它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打造出漳州古城新亮点。

●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资料馆馆长 江焕明：

做好传承保护 彰显文化底蕴

《条例》出台，为进一步挖掘古城元素、展现古
城风貌提供了法制保障。各级政府要以此为契机
加大文化保护传承力度。如官署和礼制建置等，
要最大程度地予以保护，即使仅存遗址残迹，也
可以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同时，可以发动社会
各界，尤其是民间有文化、有知识、有力量、有才
艺、有能力的志愿者来参与保护古城，引导组成
志愿者团队。

●厦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民居建筑大
师 戴志坚：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实现共建共享

《条例》的出台，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前漳州古
城保护工作面临的管理问题，如对于破坏古城历
史建筑风貌的违法行为，有了清晰有效的规章制
度进行管理。古城保护范围内的建设行为以后要
逐渐规范管理程序，让古城焕发出更多活力，群
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有保障。

⊙本报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章法工

市自然资源局：

完善管理细则 提升管护水平

古城鸟瞰古城鸟瞰 韩克非韩克非 摄摄

1986年 12月 漳州与福州同时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6年11月 香港路、新华东路四座石牌坊

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12月 投入 224万元，历时一年实施

漳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修缮工程，被评为全国文物保护
修缮四大优秀工程之一。

2001年6月 漳州府文庙大成殿列为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2003年 实施台湾路西段沿街立面整

治工程、台湾路历史街区（府埕片、文庙片）维修整治工程。

2004年 9月 漳州市历史街区荣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誉奖”，系我
市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领域中获得的第一个国
际奖项。

2006年5月 漳州林氏宗祠（比干庙）列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 6月 漳州古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2009-2013年评选五届共 50条）。

2011年 9月 漳州市第十次党代会作出“漳

州古城保护开发”的重要战略决策，提出了“打造文化旅
游综合体”的目标定位。

2012年4月 芗城区成立国有企业漳州古城

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市区两级联动，以芗城为主实
施”的体制，启动实施古城保护一期示范工程，立项总投
资 3756.98万元。

2013年9月 委托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

完成《漳州古城保护与有机更新规划设计》（即古城总体
规划），获市政府批复同意。

2014年 10月 漳州市委常委会会议原则同

意漳州古城保护开发（一期）方案，明确古城保护开发实
行“政府主导、市级为主、市区联动、市场运作、社会参
与”的新体制。市城投公司作为漳州古城保护开发项目
业主单位，漳州古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70%的股权划拨
给市城投公司，具体负责项目运作。

2014年 11月 漳州古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议定重要事项，标志着古城保护
开发一期项目正式启动实施。一期项目立项总投资 32.15
亿元。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提供 20 亿元的长期贷
款，列入财政部 PPP示范项目。

2015年4月 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

被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
区”（全国共 30个）。

2016年5月 《漳州市唐宋子城（台湾路—香

港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2015-2030年）》获省政府批复
同意。明确古城保护范围约 53公顷，要求项目坚持“科学
规划、综合保护、有机更新”的指导思想，打造集居住、商
业、文化、旅游为一体，具有传承历史、展示文化、延续生
活等功能的历史文化街区。

2017年 10月 漳州古城保护建设（一期）项

目荣获中国人居环境领域最高奖——住建部“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完成古城文庙片区环境整治和东、西、北
三个入口建设以及修文路、北京路、延安南路等道路改
造与沿街建筑修缮、东宋河景观带示范段建设。

2018年8月 漳州古城休闲集聚示范区荣获

“福建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称号。

2019-2021年 以迎接世界遗产大会召开

和开展“十项行动”为契机，实施“历史街区整治提升”，
实行古城核心区非机动车限行，完成木偶艺术表演馆及
展示馆建设、灯谜艺术博物馆布展提升等，启动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创建。

2021年5月 《漳州古城保护条例》获省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为古城保护发展提供坚强
的法律保障。

漳州古城保护大事记

专家观点

部门声音

⊙本报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李海光

各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