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全文如

下。 

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

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以系统完整保

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和全面真实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

故事为目标，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加强制度顶

层设计，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体系；完善制度机制政策、统筹保护利用传承，做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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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

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

突出问题，确保各时期重要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国家统筹、上下联动，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组织领导

和综合协调作用，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

问效，促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乡建设融合发展，增强工作的

整体性、系统性。 

——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按

照真实性、完整性的保护要求，适应活态遗产特点，全面保护好

古代与近现代、城市与乡村、物质与非物质等历史文化遗产，在

城乡建设中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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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保护传承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将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发挥历

史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作用和使用价值，注重民生改善，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保护传承工作，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的主动

性、积极性，形成有利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

会环境。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

步构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建设性破坏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

成，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利用，不敢破坏、不

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全面建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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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群众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进一步提升。 

二、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四）准确把握保护传承体系基本内涵。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是以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

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为主体和依托，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

史建筑、历史地段，与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保护传承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目的是在城乡建设中全面保护

好中国古代、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全方位

展现中华民族悠久连续的文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与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五）分级落实保护传承体系重点任务。建立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体系三级管理体制。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

编制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及省级规划，建立

国家级、省级保护对象的保护名录和分布图，明确保护范围和管

控要求，与相关规划做好衔接。市县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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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要求，落实保护传承工作属地责任，加快认定公布市县级

保护对象，及时对各类保护对象设立标志牌、开展数字化信息采

集和测绘建档、编制专项保护方案，制定保护传承管理办法，做

好保护传承工作。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地方长期未申报的历史文

化资源可按相关标准列入保护名录。 

三、加强保护利用传承 

（六）明确保护重点。划定各类保护对象的保护范围和必要

的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明确保护重点和保护要

求。保护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大力实施原址保护，加强预防

性保护、日常保养和保护修缮。保护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历史

建筑，重点保护体现其核心价值的外观、结构和构件等，及时加

固修缮，消除安全隐患。保护能够真实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

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历史地段。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肌理、

历史街巷、空间尺度和景观环境，以及古井、古桥、古树等环境

要素，整治不协调建筑和景观，延续历史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

及其所依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环境，注重整体保

护，传承传统营建智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的文化生

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和当代价值。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