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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霸州市北头村，有一个

“大学生村官创业园”，这里的 5 名

大学生村官组成了创业团队，带领

村民共同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领

头雁。

2012 年初，从中国环境管理

学院毕业的佟震，通过应聘当上

了 霸 州 市 北 头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助

理。他琢磨如何把“书本知识”

真正用到农村中，为父老乡亲干

点实事。在他的倡议下，河北大

学毕业的刘洋、河北农业大学毕

业的张蕊、河北政法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的崔洋、唐山学院毕业的

赵亮一拍即合，依托当地有利资

源，筹措资金开展以有机、散养

养殖方式为主和其他产业共同发

展的新型高效“大学生村官创业

园”。后又办起了蔬菜大棚，种植

各类绿色有机蔬菜，通过“基地+

农户”的模式，带动当地农民致

富。目前，创业园共为村民提供

就业岗位 20 多个。谈起将来的打

算，佟震说：“一人富了不算富，

村民富了才算富，我们要扎根农

村，为村民致富出力献策。”

图① 赵亮、张蕊、崔洋、刘洋、佟震（后排从左

至右）和村民一起在养殖场分拣鸡蛋。

图② 佟震（右一）正在向高级畜牧师房建义咨

询相关养殖技术。

图③ 张蕊（女）正在设计农产品包装。

图④ 村民陈则江（左一）、王秀珍正在采摘西

红柿，在村官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大棚蔬菜收益

颇丰。

““村官村官””创业北头村创业北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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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下午，家住拉萨市北京中路
西德贡乡大院的次仁拉姆正在客厅里津津
有味地看电视剧。尽管他家客厅的窗子临
街，但在关着窗的客厅里却听不到来自街
上的噪声。次仁拉姆告诉记者，“原来可
不是这样。”次仁拉姆家位于拉萨老城区
的闹市区，原来窗子只有一层，隔音效果
不好，白天街上车来人往，噪声很大，爱
看电视的她只能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才能
听清。

现在次仁拉姆只要关上窗子，家里就
没什么噪声了。负责工程施工的中交一公
局二公司总工程师熊水兵告诉我们，在老
城区保护工程中，给居民家安装的是节能
窗子，里面一层是隔音和保暖效果更好的
双层中空玻璃，外面一层加了独具藏式风
格的土黄色木质窗棂格，窗棂格上还有漂
亮的藏式彩绘。环顾她家，虽然有很多现
代家电，却依然掩盖不住传统藏式装修的
风采。“家里的窗子是政府给装的，没有
花一分钱。旧的窗子一拆下来，就马上给
我们装上新的。”次仁拉姆现在很满意这
个窗子。

熊水兵介绍，改造工程特别注意保持
古城原有的特色风貌和藏式民居的传统特
色。在西德贡乡大院内，记者看到集中安
装在院门一侧的电表箱，为了和大院的颜
色保持一致，负责电力改造的国家电网西
藏电力有限公司在电表箱颜色选择上使用

了“松鼠灰”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常用的
“国网绿”。

拉萨老城区的电力线路老化、供电可
靠性差，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按照
保护工程的要求对供电线路进行了改造。
现在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老城区安装箱
式变压器、高压环网箱、高低压分支箱、
表箱等。在安装过程中，他们充分考虑到
与老城区原有风貌的协调，在设备颜色选
取上慎之又慎，还充分照顾到以后居民出
行的方便尽量不占用道路，采取把设备放
在拐角处等措施，并保证线路尽量入地。

除了电的问题，老城区的供水和排水
问题也一直是个难题。目前老城区很多社
区都是一院一水管或一层一水管，一院一
水管的社区，住在三楼和四楼的居民都要
到一楼提水，非常不方便。而一层一水管
的社区，只要水压小，居住在三楼、四楼
的居民就用不到水。

“为了解决供水问题，我们从北郊水
厂接了管径 40 厘米的水管，经小昭寺
街、冲赛康进入八廓街。我们还对老城区
排水管道进行了 3 次清淤工作。”熊水兵
说。在小昭寺街，熊水兵告诉记者，为了
不打扰群众的生活，去年冬天开工时，都
是选择晚上开挖街道，“那时候温度很
低，土都冻住了，挖都挖不动。”据介
绍，现在管道已经基本铺设完毕，正在进
行水压调试。

在附近院子内，记者看到一位叫巴桑
的妇女正在一楼院子里接水。她家住在三
楼，用水全靠提上去。“我很期待工程竣
工后，在家里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用。”说
起这些，巴桑一脸期待。

如今，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已接近尾
声，施工人员正忙着美化商铺招牌、施压
调试排水工程等工作。在夕阳的余晖中，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八廓街转经道上，感受
着八廓古城的魅力，心情无比舒畅。

“别小看这些青石板，为了符合西藏
建 筑 特 色 ， 适 合 老 城 区 ， 我 们 从 海 拔
5300 米的高山上特意取下这些石材。”熊
水兵还介绍用这些青石板的好处是不反
光、反热，而且吸水性好。以前，八廓街
内铺的一般的石板路面，太阳大的时候很
刺眼，走在石板路上感觉十分热，而且下
雨的时候容易积水。

在大昭寺广场南侧，一家叫西藏小屋
的店铺正在安装装饰性金顶。熊水兵指着
西藏小屋对面的西藏藏乡特色产品博览中
心已经装饰好的金顶介绍说，为了广场两
侧的风格一致，互相呼应，他们在征得老
板同意后为西藏小屋安装金顶。熊水兵带
我们到西藏小屋二楼，由于安装金顶挡住
了二楼的部分玻璃。金顶的背面仅有木头
的原色，从玻璃反射中看出来不好看。西
藏小屋的老板李文东要求在金顶背面画上
彩绘。

“我给你弄个吉祥八宝的彩绘好不
好？”熊水兵征求李文东的意见。“你原来
那个西藏小屋的店招字体设计很不错，我
们也给你做同样的。”李文东非常高兴，
急忙吩咐人把字体拷贝给熊水兵。

次仁拥措也是八廓街上一位生意人，
在尼桑辰波商场经营藏饰生意。她说，改
造工程给生活带来了暂时的不便，也给她
的生意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现在的不
方便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这也是情理
之中的事。”她期待着工程完工后生意可
以更好。

在老城区保护工程规划设计中，对不
同建筑进行了分类，采取不同保护措施。
工程的规划设计得到西藏和拉萨当地的古
建专家、文物保护专家、宗教和民俗专家
的指导，施工采用拉萨当地传统工艺、传
统材料，在保持原有建筑物风貌的基础
上，对出现破损和残缺的传统建筑进行保
护性修缮。老城区保护工程对文物保护建
筑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严格遵循西藏
传统历史文化选择材质、色调和风格。此
外，参照传统建筑风格和色彩，对近年来
新建的不协调建筑进行整改，使之与古城
内的传统建筑相得益彰。

“老城区内的古建筑在施工前都已拍
照留档，以便施工中按原样修缮，施工后
同样会拍照，以便对比，保证‘修旧如
旧’。”熊水兵说。

拉萨老城区改造:

修 缮 保 护 如 何 实 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为庆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通过10周年，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暨庆祝《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10周年纪念大会14日至16日
在成都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缔约国代表和专家学者相聚蓉
城，回顾《公约》的10年发展。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正式通过了
《公约》，首次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开启了世界
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目前全世界已有 153
个国家成为缔约国，我国于 2004年批准《公约》。

大会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个十年”为
主题，围绕“《公约》的成就：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变
迁”、“清单制定与名录申报”、“平行领域：可持续发展、知识
产权、世界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公约》缔约国履约经
验”、“其他相关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5 大议题进行充分的
探讨和互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大会以《公约》通过 10 周年为
契机，通过回顾《公约》产生的历程，总结履约经验，探讨各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遇等，对提
升国际社会对《公约》意义、价值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论水平，
为推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说，“中国已有 37 个非遗申报项目纳入保
护之中，当然还有更多非常独特的非遗项目。此次大会的
成功举办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文化来自何方，自己的身
份如何得以认同，从而在全球一体化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我相信我们的职责是要更好地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统
一性。”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任王文章介绍，我国的“非遗”保护主要通过全面普查，
建立起国家名录保护体系和国家传承人名录公布制度。同
时，从“非遗”项目的丰富性、独特性出发，探索和实行抢救
性保护、原生态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不同的有
效保护方式，并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今后“非
遗”保护要积极推进建立健全保护工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参
与和推动国际合作。

会议形成《成都展望》，成为未来指导全球非遗保护的
新纲领。《成都展望》在肯定《公约》通过强调相关社区、群体
及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及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从而
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的同时，也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要积极推进建立健全保护工作的有效机制，正确处理继承
与创新，保护与使用的关系。

展望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未来 10 年，《成都展望》 提出
了新的期待：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对其持有和实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愈加珍爱，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愈加尊
重；各国更好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 《公约》 原
则相结合；各国通过 《公约》 及其他国际交流活动，相互
分享各自丰富多样的保护经验，共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能够认同 《公约》 的宗
旨，并投入有效践行 《公约》 的伟大事业中；影响非物质
文化遗产存续能力、传承与实践的各种消极因素将逐渐弱
化，乃至消解；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并为构建当今世界和谐、
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发挥更大作用。

传承与梦想
——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通过 10周年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下图 修缮保护前八廓街街巷古建筑与街面

布置不协调。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拉萨市启动老城区保护

改造工程已近半年，在施工

过程中，微博上有网友贴出

“大拆大建”照片，指责拉萨

老城被过度商业开发⋯⋯

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改

造 工 程 的 真 实 情 况 如 何 ？

在改造过程中是否兼顾了

各方利益？本报记者日前

走进即将完工的拉萨市老

城区一探究竟⋯⋯

本版编辑 管培利 高 妍

左图 八廓街上一栋已完工的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的大院外景。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