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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都在为

中国文化的保护和战略奔走呼吁。3月4日

下午在政协小组讨论会间隙，冯骥才委员接

受了记者的专访。

冯骥才介绍说，他今年的提案还是关于

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冯骥才委员也向记者

表达了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后后续保

护工作不能延续的忧虑。缺乏专家参与保护

也是令冯骥才委员忧虑的问题之一。

“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兴衰，但唯有‘文化’

才是永恒的资源。这资源既是经济的，更是

精神的。如果拿它换眼前几个小钱，失去的

只能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东西——精神。地

域精神、人文传统、乡土情感与亲和力，这些

东西一旦失去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因

此，各地在申请‘世遗’时一定要以此为

戒。”

冯骥才认为，申请“世遗”，当地政府要摈

弃功利思想，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申请“世遗”要摈弃功利思想

2000年 11月，安徽省黟县的西递、宏村

两个村落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随着旅游等经济活动的升温，古村落

建设改造速度加快，以及影视基地的建立，

导致非本土的建筑装饰手法和现代化的装

饰材料不断涌现，有些村落过多地强调单幢

古建筑的保护，而忽视整个古村落风貌的保

护等等。

3月4日下午，在政协小组讨论会期间，全

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

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关于黄山古民居

的保护工作，张柏提出，政府有大量的课要补。

“在古民居保护工作中，政府除了必须发

挥普查、规划、安排保护资金和打击破坏古民

居行为的主导作用外，还应广泛发动民间力

量参与保护”。张柏告诉记者，我省当地政府

和农民要从发展中受益，也要自觉增强保护

的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

保护古民居，政府有大量的课要补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

徽州文化进入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施阶段

三位权威纵论文化遗产保护
徽州文化保护为先 别急功近利申请“世遗” 当地政府要摈弃功利思想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今年2月25日获表决通过。我省有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部法律的出台，

对我省有着怎样的意义？如何解决“非遗”保护中，有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怎样应对我省部分“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窘境……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3月4日下午在政协小组讨论会间隙，采访了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记者：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内

容丰富，我们倡导的保护也是以全方

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映和保存文化

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安徽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发

展与保护到了哪一步？

王文章：2007 年至今，经地方申

报，组织专家考察和论证，文化部先后

批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

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等11个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目前，这11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在编制规划实施

细则，进入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实施阶

段，尤其是安徽的徽州文化发展得很

快，很有影响力。

记者：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初步形

成。但一些地方缺乏科学保护意识，

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保护

措施不落实。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王文章：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大大促进和带动

了各地的保护工作。反对和限制申

报工作中的重申报、轻保护现象，一

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侧重点。但

必须看到，目前仍然存在重申报、轻

保护的现象。文化部正在采取措施，

引导这些地方将工作重点从申报转

移到保护。

记者：目前，安徽省部分非物质文

化遗产存在后继乏人的现象，对此，应

如何采取措施，以进一步完善保护传

承机制？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活

态形式传承的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

承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因此，传

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重点和核心。下一步，将对一些濒

临失传的、具有传承价值的项目，国家

在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的同时，也

对传承人给予一定资助，鼓励其传授

技艺。

今年文化部将出台实施生产性保

护的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对学艺者、继

承者的助学、奖学等激励措施，逐步建

立起长效的传承机制。

·访谈

带着对安徽父老乡亲的牵挂，带着对安徽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心，3月4日晚，国家发改委主任

张平来到安徽代表团驻地，亲切看望出席十一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并与代表们畅

谈安徽今昔变化。

“今年，春节期间，陪同温家宝总理去

了六安，一路上看企业、访农户、进社区，感

觉安徽变化真的很大！”。张平向记者介

绍，这几年，安徽确实开始“崛起”了，特别

是宿州、阜阳等皖北地区。说到这时，张平

插了一句话：“安徽的黄山秀丽如画，不能

向其他城市一样一味地追求GDP，要好好保

护环境”。

说完城市地域发展后，张平对我省的

企业也寄予厚望，并称赞安徽出版集团总

裁王亚非、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顾建国等。随后，王亚非代表向张平汇

报了安徽出版集团近年来的发展成就。

“感谢您对安徽人民的惦念”、“我们盼

着您再回家乡看看”，代表们争相与张平握

手，用真情表达着对张平同志的感谢，一阵

阵欢声笑语不时从代表房间传出。

说变化、谈发展，一个小时过去了。依

依话别时，代表们纷纷邀请老领导常回家

看看。张平也请代表们转达他对父老乡亲

的问候和祝福，衷心祝福安徽取得更大的

成绩，赢得更大的发展。

祝福安徽取得更大的成绩，赢得更大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昨晚看望安徽代表团

“祝福安徽赢得更大的发展”

当晚8点30分，张平一下车，就用浓厚的

家乡话向代表们问好。从大门进来，就开始

向代表问及安徽的近况。还未等张平走进电

梯，本报记者便上去“喊住”了这位昔日的老领

导，当张平得知本报记者来自市场星报后，他

开玩笑地说：要好好采访，不许偷懒。

随后，张平与代表们亲切握手、热情交

谈，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

“过去的五年，安徽应对各种严峻挑战

和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

良好势头，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

的喜人局面。作为在外工作的安徽人，对

家乡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高兴和振奋”。

张平告诉记者，安徽这几年年年都有新气

象，工业化、城镇化稳步推进，同时也为国

家的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安徽

在新的一年，紧紧抓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等大好机遇，早日实现

安徽崛起、兴皖富民。

作为在外工作的安徽人，对家乡变化感到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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