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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11月 18 日上午，2023
年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安庆
站）启动仪式举行。副市长王赵春
出席仪式并致辞。

王赵春表示，近年来，我市高度
重视体育产业发展，深度探索“体
育+”和“+体育”，先后举办王者荣耀
华东大区赛、英雄联盟东大区赛、穿
越火线总决赛、花亭湖全国公开水域
游泳赛、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等国
内知名赛事，电子竞技、体育服装、汽
车露营、滑板帆板等产业如火如荼，
体育产业总产值稳居全省前三。继去

年成功举办长三角首届房车集结赛，
今年我市紧扣“奔腾长三角 皖美新
汽势”主题，以“驾游安庆 白天看
景 晚上看戏”为主线，将“逛安庆
城、游花亭湖、赏黄梅戏”贯穿其中，
设置了戏曲晚会、车展等具有安庆地
域特色的赛事活动，全方位展示安庆
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此次活动为期 3 天，分为城区
和太湖县两个板块，来自长三角三
省一市、北京、广东等地区的160余
辆房车参赛。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舒畅）

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安庆站）启动
王赵春出席仪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的
新时期，在新时期如何保护利用好包括近现代建
筑遗产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城乡规划和建设
的角度来说，一是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凸显安庆历史
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做到应保尽保、以用促保；三是将历史文化保护利
用融入到城乡建设中，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保护好
传统文化基因，从而彰显安庆市的城市特色。

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安徽省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 吴晓勤

安庆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
是未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活力的基础。近年来，安
庆市已经对这些资源做了规划、管控、修复等工作。
建议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梳理、分类，对这些
建筑遗产进行更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形成一个系统化
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遗产保护体系。在这个过程
中，要使用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将这些历史建筑与
城市功能加以结合，使这些建筑更加有效、更具有针
对性地被活化利用，让这些历史建筑的价值“再现”。

让历史建筑的价值“再现”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姚本伦

坚定文化自信 纵论古迹传承
——“近现代建筑遗产在安庆”学术沙龙发言摘登

对于近现代建筑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社会
参与、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和运营管理都是必不
可少的因素。安庆的高速口、机场和高铁站，文
化元素还是比较少，如果能在这些地方加入更
多的安庆特色文化元素，对于宣传安庆的历史
文化资源很有意义。其次，我们的老城区遗留了
很多20年代初期的建筑，如果能够通过道路规
划、空间设计，把它们串联起来，同时不断提升
城区人居环境，让群众获得满满的幸福感，那么
安庆必将成为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博物馆。

串联遗留资源 擦亮文化名片
安庆博物馆专家顾问、名誉馆长 姚中亮

安庆作为近代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近代城

市发展史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太

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

动，在近代史每个阶段，安庆都留下了深厚烙印，可

谓中国近代史“标本”，是不可多得的考察研究近代

化的“实验室”。这些大量保存的近现代建筑群体与

近代文献，构成了安庆城市文脉、城市记忆的载体。

安庆是中国近代史“标本”
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汪军

建筑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供”的，

建筑有没有人气非常重要。安庆近现代建筑遗

产的历史沉淀非常丰厚，要让这些宝贵的文化

遗产“活起来”。一方面改善好建筑的基本条

件，提高建筑性能，另一方面，植入新的功能，

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宣传呈现，这样会对未来

可持续的保护有大大增益。

推进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陈雄

建议通过开展“走进安庆”活动，大力宣传

安庆，讲好安庆故事，让安庆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第一点，我们要传承好安庆故事，同时也要

面向未来做好创新，将传承和创新有机地融合。

第二点，要因地制宜，每个城市、每个地方、每

一处建筑都有它的独特内涵，我们要因地制

宜做好相应的工作。

因地制宜传承好安庆故事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桂学文

遗产建筑和一般建筑的不同，更多的不在于建

筑的艺术、文化、社会等价值方面，而是作为这些价

值载体存在的同时，还被赋予了一般建筑所不具备

的历史意义。所以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最好的纪念

方式是在有效保护建筑本体前提下让建筑遗产走进

现代日常。从安庆师大菱湖校区的敬敷书院旧址及

安大红楼两处国保建筑的功能安排，到师生对它们

文化精神内涵的发掘，都可以看出，这两处建筑绝非

在“遗产”状态，而是就在师生日常之中。我想这才是

让建筑遗产活起来的最生动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

让建筑遗产走进现代日常
安庆师范大学档案馆（博物馆）馆长 金仁义

当前，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

传承及活化利用。我认为“态度在前，设计在后”，

城市管理者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直接关系到顶

层规划，是一切设计的前提；其次，对历史建筑的

识别评价也至关重要，文物建筑有刚性标准，很好

识别，但它不可触碰，不能轻易去改造利用，历史

建筑则不同，是可触碰的，但需要识别、评价它的

价值；再次，运营策划十分重要，历史建筑的活化

利用涉及到拆迁、资金保障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必

须要把“后面”的事情想清楚才“出手”。

态度在前 设计在后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刘淼

安庆要努力打造成安徽的近现代建筑“博

物馆”，在这方面要不断深挖、扩大。比如制定

一些安庆的近现代历史文化保护条例，划定一

些安庆近现代历史风貌区，成立并有效地组织

专家、智囊团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同时，要以

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挥好众多专家、大咖的作

用，对安庆近现代建筑风貌的创新、创造做一些

研究。此外，安庆应该极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近现代建筑风貌。

打造近现代建筑遗产博物馆
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徽派建筑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仁义

如何让我们的社会提高对建筑遗产的认识，我

觉得要把它打造成文化建筑，以文化陈列的方式来

呈现，这样这座建筑才真的更有意义。如果作为商

业或者其他用途，我们有那么多的闲置空间都可以

做。但是这种建筑如果能够植入新的功能，它的意

义就非常好。它不仅仅是保护，更多的是未来，所以

20世纪建筑遗产我觉得应该是旧建筑、新未来。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整理/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图

旧建筑 新未来
河北省设计大师、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 郭卫兵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下午，中国
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单霁翔等20余名专家赴安
庆城区，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
学术考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爱武陪同。

单霁翔一行先后走进安庆谯
楼、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安徽劝业
场旧址 （现前言后记新华书店） 、
圣救主座堂、安徽大学红楼及敬敷
书院旧址，详细了解安庆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开展情况，对安庆取

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安庆
立足已有成效，持续活化文化遗产，
让文化遗产真正走进人们生活。

2009年至今，安庆共公布省级
历史文化街区 7 个、历史建筑 436
处，市域范围内有2个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个省
级历史文化名镇、23个国家级传统
村落，拥有505处文物保护单位、16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全媒体记者 管炜）

单霁翔等20余名专家来宜

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学术考察
王爱武陪同

11月19日，新教师在参加新课标线上测试。
当天，以“立足新课标，赋能新课堂”为主题的迎江区第二届新教师基本

功比赛举行，该区1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132名新进教师参赛。比赛通过设置
粉笔字、简笔画、新课标测试、才艺展示、课堂教学等项目，在广大教师中推动
形成尚学习、重能力、比素养、促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
有力保障。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方迪 摄

（上接第一版） 中国文物学会20世
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
书长金磊在圣救主座堂亦有同感。

在安庆，文化遗产向来不束之高
阁。圣救主座堂，坐落于安庆市迎江
区小二郎巷，整体为砖石木结构，哥
特式风格西洋建筑，始建于清光绪二
十年（1894），宣统元年（1909），扩建
安庆“圣救主堂”。1995年7月28日，

“圣救主座堂”被安庆市政府公布为
“安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次
修缮，如今，历经百年的圣救主座堂
依旧“神采奕奕”。

走进前言后记新华书店，这座安
徽劝业场旧址与书结缘，成了人们读

书的好去处。当天下午，书店内，古
雅的内饰和书架上整齐摆放的一
张张黑白照片，述说着这座建筑走
过的岁月，而书店内，处处皆有读书
人……这座始建于1912年的安徽劝
业场，迎来了它的新生活。单霁翔一
行还走进安庆一中，登上安庆谯楼；
走进安徽大学红楼及敬敷书院旧址，
这一路，他们说古今，聊发展，更有感
于安庆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有为。

而这样在安庆得到保护、传承、
利用的建筑遗产还有很多，它们历
经沧桑留存“旧”模样，如今熙熙攘
攘交融新生活。

全媒体记者 管炜

本报讯 11月17日，宿松县佐坝
乡梅园村，村干部们化身志愿者，手拿
铁铲、扫帚，活跃在村内的主次道路、
卫生死角。“我们村和湖北省紧紧相
连，是全县的窗口，人居环境必须搞得
更好。”该村党总支书记汪强海说。

为夯实和美乡村建设基础，10月
起宿松县在全县农村地区开展“和美
松兹”村庄清洁活动，将每月26日定
为“和美松兹”清洁日，动员全县上
下，以村庄清洁为切入点同向发力，
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
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松兹”。

许岭镇发动全镇干部深入一
线，带动群众对镇内五条主干线上
的杂树杂草、乱堆乱放、积存垃圾进
行了全方位、全覆盖清除，全面掀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复兴
镇全域齐动、全员参与，村“两委”带
领党员干部、网格员、保洁员逐路逐
街逐巷逐片清理，以“一眼净、全线
清”为目标，重点打扫背街小巷、房

前屋后等卫生死角。凉亭镇紧盯国
省道、通村主干道、中心村等区域，
清除道路沿线杂草杂物，清理农业
生产废弃物、河沟渠塘等。

为保证“和美松兹”村庄清洁行
动顺利开展，该县还开展五个方面行
动。引导行动，推广“积分制”“红黑
榜”，引导群众自觉爱护村庄环境；

“五清”行动，清除村庄道路沿线垃
圾、清理村庄内垃圾、清理畜禽养殖
粪污、清理河沟渠塘漂浮垃圾、清理
废弃畜禽圈舍等；帮带行动，聚焦“老
弱病残”等困难群体，帮扶开展卫生
清扫；志愿服务行动；管护行动，对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管护提升。

“和美松兹”村庄清洁行动开展一
个多月来，该县乡村环境卫生大为改
观，一批卫生死角被清除，共清理垃圾
1372吨，清除道路沿线杂乱约90公
里，清理“一枝黄花”100余处，评选“最
美庭院”1120户、“文明户”842户。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杨卓燕）

开展村庄清洁 共建美丽家园

宿松“和美松兹”行动清理垃圾1372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