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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习·思考

乡镇干部，是抓各项工作落实的执行者，更是走
好服务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践行者。俗话说“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如何，直接关
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当前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成
效。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近年虽然各级党委都非
常重视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但是仍存在乡镇人才匮
乏、年龄偏大、留不住人等系列问题，缺乏与时代相
当的活力与激情。要激活乡镇干部这一池春水，不仅
要靠水的流出，更要靠活水的流进，要在拓宽来源渠
道、稳住队伍结构、畅通干部出口上谋好篇章。

引水渠道不能“堵”。要健全乡镇干部考录机制，
通过公开招录，从社会上招收一部分具有农村工作
经验、年富力强和文化程度高的人才，或每年从大专
以上毕业生中选拔一批热爱农村工作、勇于开拓创
新、素质好、能力强的优秀青年，优化乡镇干部的年
龄和文化结构。同时要畅通机关干部到乡镇工作渠
道，推动机关干部下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
化。

蓄水池子不能“漏”。要让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
在乡镇干部队伍中“既来之、则
安之”，要留得住人、安得下心。
不仅要用待遇留人，更要注重拴
心留人，在适当提高乡镇干部工
资待遇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人
才资源的才能和潜力。要多宣传
报道乡镇干部的正面形象，全面
反映乡镇干部的思想、工作、生
活等真实情况，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环境。

放水出口不能“窄”。要健全
乡镇干部实绩考核工作机制，把
考评结果科学、有效地运用到干
部选拔任用、升降去留、监督管
理的全过程，激发干部干事创业
的动力。要建立能进能出、能上
能下的新陈代谢机制，加大乡镇
干部交流任职，让乡镇干部有压
力、有奔头。要坚持一线用人导
向，加大对乡镇的干部提拔使用
力度，让乡镇干部待得有盼头、
上升有通道。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
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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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镇干部队伍
这一池春水

■刘艳丽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而文化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文化振兴离不开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我区通过互动保障方式，坚持政府主导、其他群体参
与，尤其是鼓励当地公众融入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工作，
推动当地历史文化村落的“活态再生”。因此，如何更好地
了解黄岩，对于推动基层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实现乡村文
化振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区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生”的具体做法

（一）建立政校互动，注入智力支持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模式中，政府和高校互动的寥

寥可数，而我区在这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区和浙江工
业大学、同济大学都建立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合作关
系，还和同济大学规划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一是实施全程参与指导。以同济大学规划学院杨贵
庆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全程参与黄岩历史文化村落的
决策咨询、规划论证直至具体实施。譬如同济大学规划学
院的杨贵庆教授不仅对村落进行规划设计，还给村落的
景点起名、题词。这些古老的村落经过外在颜值的提高和
内在气质的提升后，走出了一条“涅槃重生”的新路子。

二是加强实地调研指导。专家团队每半个月来黄岩
一次，具体进行调研、指导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比如同济大学的杨贵庆教授每次来黄岩，不仅带
领学生到现场学习，也带着村民到施工现场进行点评指
导，既对上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又提出下阶段的目标任
务。

（二）加强政民互动，形成保护合力
我区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工作中，本着以政府为主

导，其他主体广泛参与的理念，积极调动公众参与，尤其
是村民参与。

一是鼓励参与村落改造。当地大多数村民都非常支
持村落改造，只有少数村民对历史文化村落改造不理解、
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但在政府的引导和在他人的耳濡
目染下，也主动参与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工作。譬如在乌岩
头村，有一户村民，刚开始不配合政府的村落改造工程，
村干部就积极上门做工作，后来在改造过程中，这位村民
主动出资，要求融入到整体改造中。

二是传承经典历史文化。在北洋镇潮济古街，村民常
常自发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举行舞龙、舞狮等传统节目，
而当地政府也鼓励和引导村民在潮济老街上开设乌饭麻
糍制作、弹棉花、刻字等老街传统经营业务。现在，以北洋

潮济古街为平台，乌饭麻糍制作、弹棉花等传统业务也重
新出现。

（三）推动政企互动，扩大资金来源
目前，我区已经对 17个古村落进行了保护（其中重

点村 4个，一般村有 13个），前期保护的资金全部来自省
市区三级财政。比如我区财政每年落实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工作的专项资金有2000万元。但随着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光靠政府
投入远远不够，所以必须发挥社会的力量，尤其是引入社
会资本、企业参与其中。

一是成立专门公司。2016年，我区成立了台州市黄岩
旅游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由区政府主导、市
场化运作、打破区域界线，将我区所有古村落、古民居、可
开发利用的景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管理、统一开
发利用。

二是加大公私合作。区政府大力出台招商引资政策，
以税收、土地、办证等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采用捐资、投资、合作
保护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
工作。

二、我区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生”的
几点经验

（一）形成互动模式，政府和其他主体积
极互动

我区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工作突破了
以往只靠政府的单枪匹马路线，注重发挥广
大主体的力量，包括高校、企业和村民都参
与其中。譬如高校的作用以前往往被忽视，
但这次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工作中，高校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济大学规划学院的
教授和学生全程参与黄岩的历史文化村落
保护工作，亲自为黄岩的历史文化村落改造
提供专业建议和实施方案。因此，我区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工作的关键就是政府和高校
的良性互动。在政府牵头主导下，高校积极
发挥智囊作用，再加上企业和村民的大力支
持，才促成了我区历史文化保护村落“活态
再生”的新面貌。

（二）完善保护机制，融入现代因素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不是像古董一样

封存保护，而是要在尽量维持历史面貌的前提下融入现
代因素，体现历史文化村落的新面貌。首先，要提高村民
保护历史文化村落的意识。其次，要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付诸行动。譬如我区一些古村落的村民开设的融合传统
经营业务和现代商贸经济的店铺就是主动参与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实现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生”，体现古代和现
代双重意涵的生动反映。

（三）建立开发路径，兼备生活功能
虽然古村落保护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历史风貌、建筑

特色以及工法工艺等完整地进行传承和保护，但绝不是
改造成只看不用的古宅、古民居。我区在历史文化村落的
保护过程中，既注重历史的风貌和建筑特色的传承，又充
分考虑现代人的生活特点，用现代人的理念做到功能再
植。把古村落的水、电、气、排污、排水、通信等功能进行全
面更新，同时根据古村落的特点和现状，增加适合当前生
活方式的功能。

（作者单位：区委党校）

保护历史文化村落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我区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生”的经验

■王 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