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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张“国字
号”城市名片，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它代表的是中华历史文化
最为厚重的部分。此次桐城获得这
一珍贵荣誉，是国家对桐城市展示历
史文化、引领保护的期许和褒奖！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
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
之关键”。确实，在桐城，一座座传
统建筑、一条条古老街巷、一片片历
史街区、一个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所
带来的学术成就和文化思想，就像
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记录着这
座城市的沧桑岁月，贮存着城市的
文化信息，见证着城市的历史足迹，
彰显出桐城市的精神和鲜明的特
性。如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桐城派”
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见证中华民族
和睦谦让美德的桐城“六尺巷”……
以及拥有4片安徽省历史文化街区
等许许多多的文化遗产，使桐城历
史文化名城资源十分丰富。近年
来，桐城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态度，找到历史街区与城市
环境、历史建筑与新建筑、建成遗产
与非遗文化协调共生的路子，让历
史名城与当代生活交相辉映。他们
上上下下、勠力同心，牵手合力，终
于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份沉
甸甸的荣誉。

荣获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
是一个新起点。如何呵护建设好名
城，名城如何在“修旧如旧”与方便
居民生活之间实现平衡？如何推动
名城在保护中利用，怎样防止发展
利用沦为过度商业化？这些问题都
需要系统考量，否则就会顾此失
彼。只有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
保护、利用传承，才能让千年“文都”
焕发出新的活力，让历史名城与当
代生活交相辉映。

因此，我们要创新形式，让历史
建筑融入到现代经济生活中去。如
腾退修复后的历史文化遗产，可通过
多元化展示手段，让公众特别是年轻
人认识其文化价值。同时，可以通过

推动文创产业和旅游机构开发丰富
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产品，构建
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发
展旅游。也可以把经典文化如“桐城
派”文化、“六尺巷”文化等潜移默化
融入百姓生活。还可以通过影视、游
戏、短视频及文学创作、图片应用等
多种形式，实现多平台多形式同步上
线，形成联动集成效应……

只有正确处理好城市开发和文
物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搞好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让历史文化与当
代生活交相辉映，历史文化名城才会
真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为城市创造
不可多得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11 月 12 日，中国政府

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将

安徽省桐城市列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批复》。这是我

市获批的第2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也是安徽省第 7

座、我国第138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安庆晚报》

11月15日）

让历史名城与当代生活交相辉映
潘天庆

历史与文脉是一座城市的灵
魂。一座城市的鲜明个性与文化底
色，就在于厚重历史赋予的独特文化
印记，是其区别于其他城市最为显著
的城市特色和标识。城市历史与文
脉活化于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等
具体的历史遗存，具有不可再生性、
不可复制性，一旦遭到破坏就是无可
挽回的“文化损失”。正因为如此，保
护城市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不仅
是城市规划的“题中之意”，也是城市
必不可少的担当和责任，更是保护好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根本。

保护好城市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等历史文化遗存，要坚持三个原则。

要坚持修旧如旧，保持特色。在
保护过程中，要研究吃透古建筑、老宅
子、老街区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把
保护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作为保护
历史文化的层面来展开，而不是简单
的修修路、砌砌墙、翻翻瓦、种种花、栽
栽树，乃至大手笔地进行拆建、翻造。
要力避“千城一面”的共相，彰显城市

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要坚持注重宣传推介工作。历

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旅游最具特色
的名片，一直都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金
子招牌。在宣传推介历史文化名城
时，要在视觉、听觉、味觉上多管齐
下，综合发力。所谓视觉就是让游客
看什么？要看了还想看，看了过目不
忘，比如，通过收集老照片、古画、雕
刻等，将消失的历史景观和相关人物
故事印制、手绘或雕刻在某处，再现
古迹原有形象。所谓听觉就是让游
客听什么？要听了还想听，听了过耳
难忘，比如，创作与历史文化遗产相
关的歌曲，制作便于传播的小视频。
所谓味觉就是让游客吃什么？要吃
了还想吃，吃过回味无穷，比如，引入
老字号，打造特色小吃，让特色美味
小吃成为“网红”，成为游客味蕾上的

“打卡地”。
要坚持统筹协调好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
现实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可

持续保护与利用。完全拒绝商业化
是因噎废食，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只能
是大家看到的“同质化”生态下的竞
争弊端，权衡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使两者和谐共生、相融相生，是一个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完善、改进、
优化的命题。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坚持合理利用、创新发展，让城市的
自然、人文、旅游等资源与市民生活、
商业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树立起在
保护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注重保护
的基本理念，如多举办一些雅俗共赏
的文化沙龙活动，提升游人的沉浸体
验感；融入时尚潮流元素，用解压社
区、创客空间、故事商店等新颖空间
圈粉年轻人。

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历
史文化名城，使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等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兼
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让城市文脉
薪火相传，融入现代生活，焕发勃勃
生机，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
片越来越靓丽。

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历史文化名城
孙小二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
到，全市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
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已于
11月上旬启动实施，至2022年4
月结束。期间，市应急管理局、市
公安局将依法打击伪造、变造、买
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犯罪行
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
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安庆晚报》11月18日）

安全生产证书是为安全设置
的一道保护屏障。虚假的安全证
书，使不具备基本安全技能的人
员，从事着与之技能不符的高风
险作业或管理活动，不仅给自身
与他人，而且也会给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埋下隐患。因此虚假的安
全生产证书必须予以取缔，以保
证安全证书的有效使用，起到相
应的安全保障作用。

安全生产证书的造假，一方
面拷问了我们的相关监管，另一
方面也拷问了企业的管理。由此
规范安全生产证书，打击这种证
书造假行为，手段也很明确，即强
化监管，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规
范企业的生产经营，使其经营活
动合法合规，不做与企业长远发
展不利的事，以保证企业生产经
营安全有序。

从监管上来说，要抓好两头，
一头抓制假，一头抓用假。谁在
制造假证书，又是谁在使用假证
书？打蛇打七寸，重拳出击，击中
要害，以取得实效。

眼下开展的打击制售假冒安
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只是一种阶
段性的监管，而这种阶段式的监
管行动很有必要。它有助于提高
人们的安全生产意识，达到进一
步规范安全生产证书，以保障人
身安全与促进安全生产的目的。

当然我们更希望，在取得整
顿安全生产证书阶段性的成果
基础上，能根据现实，将这种规
范与整顿行动，由阶段性演化为
监管的常态。常态化的监管才
是消除安全生产证书造假贩假
用假的根本手段。而这向监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监
管要有合力，以多部门合力监管
的模式，在共管共治中让监管的
触角伸得长些再长些，不留死
角，同时还要创新监管手段，发
动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形成执法
监管与群众监督融合新机制，做
到全方位全覆盖，在全程监督与
监管中，绝不允许安全屏障形同
虚设，以彻底杜绝伪造的安全生
产证书出来害人。

绝不允许安全生产

保护屏障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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