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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全民的遗产，遗产日也是全民的

节日。

今年 6 月 10 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

自强”。目前，我区拥有3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134处市级文物保护点。这组数字蕴藏着不

可再生的城市历史信息和宝贵的文化资源，承载

着萧山的历史文脉与城市记忆。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全面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

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进一步激

活了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命力。近期，省政府办公

厅刊发了萧山区保护利用历史建筑的信息，省政

府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借鉴推广。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发展已成为近
年来的热点话题。结合各农村历史建
筑的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我区积极
探索合理利用和开发模式。

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保护利用的两位民间护宝人
士。戴村镇沈村村507号民居的主人
沈培校，便是其中之一。沈老的祖宅
是萧山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这里，
曾作为土改工作组的办公点，也当过
当时大队委的办公室。教室不够的时
候，这儿还做过校舍。2020年修缮前，
老宅因遭受人为和自然侵蚀双重影响
受损严重。为保护老宅、延续文脉，沈
老说服家人，花费100余万元对其进行
修缮，使老宅焕发了新生。为引导鼓
励像沈老这样的社会力量参与历史建
筑的修缮保护，区文旅局根据相关政
策，给予其10万元补助。

另一名民间护宝人士是来自新街
街道的陈志芳，钟情于传统建筑的她，
投资300余万元修缮了位于进化镇太

平桥村的一处濒临倒塌历史建筑，并
将其打造成为集住宿、餐饮、休闲为一

体的民宿文化馆——“一浮居”。这座
典型的江南四合院建筑，建于1891年
（清光绪十七年），原名华家墙门。在
打造“一浮居”的过程中，陈志芳与村
委会签订协议，遵循“修旧如旧”的原
则，花费大量时间做前期的文化挖掘
和方案设计工作，终于让这座百年老
房子重放光彩。通过招商引资，把逐
渐淡出人们视线的老房子重新活化利
用起来，建立村级民宿文化馆，让乡村
振兴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也
打响了村庄的知名度。

据了解，为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区文旅局已出
台《萧山区文物遗产和历史建筑专项
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将根据修缮资金
投入量分别给予修缮者10万元至30
万元不等的补助，以吸引社会资金参
与文物保护修缮、展示利用等领域。
下一步，区文旅局将汇总发布全区待
修缮利用的文物建筑名录，进一步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增强社会
力量参与的获得感和荣誉感。

浙东运河（萧山段）全长 21.6 公
里，流经北干、城厢、新塘、瓜沥及衙前
5个镇街，沿途沿线文保单位众多、文
化遗存丰富，是萧山历史文化集中区
域之一。然而浙东运河作为线性文化
遗产呈现出线长、点散、面广的特征，
与浙北京杭运河杭州段相比知名度还
不够高，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很大。

如何利用散落在运河沿岸的宝贵
历史遗存，做好运河文化带建设这篇
文章？如何更好地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
萧山文化的金名片？活动现场，成立
了浙东运河镇级联盟。浙东运河延绵
200多公里，流经杭州、绍兴、宁波三
地，要做好运河整体保护和利用，需要
市、区县、镇街三级共同努力。在杭州
市运河综保中心牵头下，经萧山区衙
前镇倡议，联动绍兴钱清街道、宁波东
胜街道共同成立运河镇级联盟。它
的成立是杭绍甬三地加快运河共护
共富、共生共荣的有益探索，象征着
运河保护在镇级层面开始有效互动。
同样，运河保护也离不开热心的群众
组织，活动现场还成立了萧山区运河
保护志愿者团队。

而一直以来，区委区政府都十分
重视运河文化带建设，围绕国家《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制定
运河文化带相关的文化遗产发掘、保

护和利用整体规划，努力打响萧山运
河文化品牌。尤其是近年来，区文旅
局加速发力，积极推进运河沿线文物
保护利用，完成了城河上七座古桥的
维修养护、朱凤标故居二期修缮工程、
东岳庙一期文物修缮工程、祇园寺修
缮工程等。千年古寺——江寺经过改
造提升，以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的崭
新面貌亮相运河之畔。

今年以来，浙东运河萧山段保护利
用相关项目大幅增加，主要包括蒙山东
岳庙二期、祇园寺环境整治、涝湖村万
济桥、朱凤标故居万寿桥及船道、朱家
坛金家祠堂、浙东运河新塘莫家港段纤
道、萧山三中教学楼旧址、浙东运河衙
前四翔村段纤道等8个修缮工程。

位于蒙山之上的东岳庙，是浙东运
河萧山段沿岸的重要历史文化古迹之

一，也是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
因年久失修，东岳庙处于岌岌可危之
境，让不少市民心痛不已。去年，在东
岳庙一期文物建筑修缮基础上，二期复
建工程启动。目前，东偏殿已复建完
成，大殿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前
完工。此外，东岳庙历史文化展布展也
已完成。随着东岳庙未来模样的逐渐
明朗——这里将建设成为南宋文化、运
河文化、宗教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性文化
地标，与江寺、祇园寺等“串珠成链”，带
动萧山运河文化带更好的发展。

“我区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除
了古建筑，还包括文化遗址、历史建筑、
历史街区等。”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自2019年以来，我区每年安排
3000万元文保专项资金，并逐步提高
修缮项目补助比例。对列入修缮计划
的项目，全国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
区财政全额承担，市级文保点和已公布
历史建筑由区财政给予修缮资金
50%—80%的补助，区级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和未定级传统风貌建筑由区财政
给予修缮资金50%的补助。2019年以
来，我区共完成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修
缮82处，投入资金1.27亿元。同时，在

“让文物活起来”的目标指引下，大批修
缮后的古建筑重获新生，有的“变身”成
了乡村博物馆、有的成了文化礼堂……
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萧山是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发源地，乡村博物
馆作为展示我区美丽乡村建设成就、放大文化旅游
业综合效应的媒介窗口，正不断提升着乡村的社会
知名度与美誉度。今年，“乡村博物馆”作为“浙文惠
享”的重要内容被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昨日（8日），位于衙前镇的浙东运河衙前展示馆
正式开馆。作为入选第二批59家杭州市乡村（社区）
博物馆之一，这是我区继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后，浙
东运河畔又一处亮眼的人文景观。该展示馆总面积
约350平方米，共设有5个篇章，系统介绍浙东运河
衙前段的整体形象、发展变迁、功能价值、特色文化
及对衙前产生的深远影响，生动再现了浙东运河衙
前段的千年底蕴与传承发展。

活动现场，浙东运河衙前展示馆、保密教育展陈
馆、衙前农小旧址纪念馆、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等9
家乡村博物馆获授牌。到目前为止，我区已创建省
级和市级乡村博物馆22家，数量居杭州市各县（市、
区）第一。

建设乡村博物馆是为了留住乡村文化之根，让
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传承下去，并在发展中浸润人
心、绽放新光彩。如何避免乡村博物馆轰轰烈烈地
建，热热闹闹地开，冷冷清清地守，无声无息地关？
区文旅局在摸索过程中，给出的答案是：活化运营模
式，破解长效维保难题。引进文旅企业、社会组织、
文化名人等主体负责缮后运营。针对乡村博物馆多
数开办在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内的实际，每年安排
100万元用于乡村博物馆运营补助。如楼塔镇相关
场馆已入驻慈孝堂、禾伙人等运营团队5支，12处场
馆年接待参观人员超40万人次，为6个村村集体增
收50万—200万元。其次，通过开展校地合作模式，
挖掘乡村博物馆历史底蕴。根据萧山历史名人故居
众多的实际，在保护修缮的基础上，与浙江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合作，挖掘萧山
人文精神，打造精品乡村博物馆。2019年以来，通过
校地合作开办杨之华故居纪念馆、衙前农村小学校
纪念馆、蔡东藩故居纪念馆等场馆11个。在场馆建
设的同时，还要靠长效且高质量的运营机制。为此，
区文旅局还出台了《萧山区乡村博物馆综合考核办
法（试行）》，对我区范围内的省市级乡村博物馆进行
综合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予以相应补助。此外，区
文旅局还设计了5条“乡村博物馆旅游线路”，文旅产
业结合开展研学体验，为乡村博物馆赋予N种可能。

“乡村博物馆源于乡村，长于乡村，既承载着在
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使命，又肩负着乡村振兴的职
能。”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乡村博物馆建
设，希望可以打造融合乡土文化展陈、文创产品展
售、风物特产供应、拓展教育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枢
纽，让文化反哺乡村建设，走出一条以文润富、以文
促富、以文化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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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博物馆
为共富注入力量

运河文化带建设按下“快进键”

全民参与让文化遗产成果惠及民众

非遗不仅扎根于文物、扎根于古
籍，同样扎根于生活。让非遗进入生
活的语境，在日常中绽放光华，才是最
好的保护。

围绕“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区文旅局将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举办“钱塘
潮涌共逐梦 焕然遗新向未来”萧山区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暨第十三届非遗保护萧山论坛。活动
既有行业大咖带来非遗相关行业发展
趋势研究、非遗活化案例研讨和主旨
演讲，又有对经典收藏、高奢定制、直
播助力等相关话题进行交流，更有热
闹的线上+线下非遗市集，让年轻人感
受非遗魅力……

我区非遗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基础扎实。现共有各级非遗名录
140项，其中已拥有4项国家级非遗、
12项省级非遗、16项市级非遗，以及
108项区级非遗；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3名、省市区级169名；省级非遗工
坊2家、区级非遗工坊16家。

在140个代表性项目中，传统技艺
类67个、传统美术类13个、传统医药
类项目11个，其中具有一定生产性保
护基础和产业规模的有花边制作技艺
（萧山花边制作技艺）、南宋官窑瓷制
作技艺、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萧山萝卜
干制作技艺、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丝
绸画缋、徐同泰土法制酱技艺、老大昌
酱品制作技艺、金银首饰制作（失蜡
法）技艺、麻编鞋制作技艺、茶亭伤科、
章氏中医眼科诊疗法等数十个非遗代

表性项目。
近年来，依托钱塘江诗路（钱塘潮

涌）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创建，我区积
极做好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非遗项
目的产业链保护，重视发展特色非遗
经济，提振乡村经济，助力共同富裕。
今年2月，我区成功入选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非遗助力共同富裕”试点地区
名单，区文化馆（区非遗保护中心）紧
扣推进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和非
遗助力乡村振兴两个核心任务，积极
构建更为科学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
系、人才队伍体系、发展振兴体系和传
播体系，有效保护传统工艺和非遗项
目，充分激活市场需求，不断促进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力争为全省乃至全
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非遗正成为文旅“新秀”与“潮流”

浙东运河衙前展示馆开馆仪式

经过景观亮化改造后的回澜桥

表彰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先进个人

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

中共保密教育展陈馆（楼曼文故居）

一浮居

■文/项亚琼 陈伟 陈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