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村落——婺源县浙源乡岭脚村

江西省高质量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江西省高质量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江西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孕育了红色文

化 、山 水 文 化 、陶 瓷 文

化 、书 院 文 化 、戏 曲 文

化、农耕文化等特色文

化，为新时代推进传统

村落保护传承工作提供

了不竭动力。近年来，

江 西 省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走在前、勇争先、

善 作 为 ”的 目 标 要 求 ，

大 力 实 施“ 三 个 五 ”工

程，着力探索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新路径，取得

积极成效。目前，全省

列 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名 录 413 个 、省 级 传

统 村 落 157 个 、传 统 建

筑 2 万余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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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提供）

省委、省政府将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制

度列入省级重大改革项目，由分管省领导

领衔，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

参 与 、齐 抓 共 管 的 工 作 格 局 。 重 点 发 挥

“三支队伍”作用。一是干部队伍。建立

省直单位与传统村落点对点扶持、城乡历

史文化保护公益诉讼协作配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年度向同级党委政府专题汇

报等制度。在全国首创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课程进省、市、县三级党校，不断提

升 领 导 干 部 抓 保 护 传 承 的 意 识 和 水 平 。

省级层面举办干部培训班、召开现场推进

会，强化干部理论知识培训。县级组织部

门将传统村落保护内容纳入村支书培训

课程，分批次对全省村支书进行轮训。立

足专业人干专业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岗位纳入省考。二是专家队伍。成立

省级专家库，组织规划、建筑、文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家和教授开展“设计

下乡”活动，引导高校、设计院所、企业派

出专家团队开展驻村服务，构建“校村共

建”“设计师驻村”等制度，建立“样式雷”

学校，推动古建筑修复与新材料新技术运

用。制定传统村落风貌保护负面清单、传

统 建 筑 保 护 修 缮 管 理 办 法 等 ，组 织 开 展

新时代美丽乡村优秀农房设计方案征集

活动，县、乡镇落实“图集+服务”，动员群

众参与方案的选题、设计和评审，实现专

家团队与服务主体良性互动。三是工匠

队伍。传统建筑的营造技艺，很多都靠师

徒的口授身传，为有效解决“人去技消”问

题，提升传统村落规划建设水平，深入实

施乡村建设工匠培训计划，将传统建筑工

匠纳入乡村建设工匠培训体系，提高全省

工匠技能水平，全省现有传统建筑工匠队

伍 1468 支，工匠总人数达 1.2 万余人。同

时，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 7 家单

位，开展党建引领传统村落保护行动，将

党建引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纳入省委、省

政府对市（县、区）高质量发展考评内容，

纳入市、县、乡三级党委（党组）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

坚持党建引领
聚合保护之力

资金匮乏是制约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的关键难题。江西坚持多条腿走路，探索

多元化投入，着力解决投入难题。

争取专项资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创建、重

大历史文化保护项目申报等方式，全省有

175 个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获 得 国 家 补 助 资 金

300 万 元 ，共 计 5.25 亿 元 。 抚 州 市 、瑞 金

市、吉水县、婺源县、进贤县先后被纳入国

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点，共

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3.4 亿元。省级安

排专项资金超 3 亿元，各县（市、区）累计投

入财政资金超 22.39 亿元。积极整合其他

行 业 资 金 ，2023 年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安 排

5000 余万元支持传统村落文物保护修缮，

省农业农村厅投入近 9000 万元用于完善

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

撬动金融资本。联合农发行江西分

行共同建立信贷支持联动机制，鼓励以县

为单位申报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首批

入库项目 30 个，拟贷金额近 100 亿元，目

前已有 6 个项目获批，拟贷款金额 18.52 亿

元。鼓励各地发挥区域优势，积极与金融

机构开展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合作，打造特

色 金 融 产 品 。 金 溪 县 在 全 国 首 创“ 古 屋

贷”金融产品，已有 11.88 亿元用于 2000 余

栋古建筑修缮；龙南市政府与人保财险签

订客家围屋保险协议，为 60 处客家围屋提

供 1.93亿元安全风险保障。

盘 活 社 会 资 源 。 通 过 吸 引 社 会 资

金、引入保护发展基金、实施旅游收入反

哺 等 办 法 筹 措 民 间 资 金 ，据 统 计 ，近 几

年 ，全 省 传 统 村 落 共 吸 引 26.6 亿 元 社 会

资金投入。鼓励乡贤和村民出资、捐资、

集 资 ，参 与 传 统 村 落 建 设 和 传 统 建 筑 保

护 。 仅 上 年 度 ，全 省 传 统 村 落 村 民 自 筹

保护资金约 5276.9 万元，村民捐款捐资约

1802.5 万元。2023 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下达 3200 万元

用于重点县传统建筑抢救性修缮和传统

村落人居环境改善，拉动社会资金 5.4 亿

元投入。

对传统建筑最好的保护方

式，不是简单地作为瑰宝“供”

起来，而是要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让其“活”起来，实现建筑形

态与发展业态有机衔接。

突出居住功能。把握“房

屋需要人住”的客观规律，防止

“人去楼空”。编制《江西省传

统 村 落 整 体 保 护 规 划》，推 行

“市县编制、专家评审、省级备

案 ”制 度 ，启 用 第 三 方 评 估 办

法，优先解决村民生产、生活、

居住等现实问题。编印并推广

百套农房设计图集，探索建立

农房建设带图审批、按图施工、

依图验收制度，引导群众对传

统建筑进行合规化改造，让传

统建筑成为“外表五千年，内部

五星级”的宜居宜业新住宅。

筑牢富民理念。依托特色

资源，推进“一村一品，一村一

业”，让传统村落既能吸引“流

动人”，又能长期“留住人”。建

立联农、带农机制和“党支部+
合 作 社+党 员+农 户 ”运 营 模

式，依托传统村落发展特色产

业 ，全 省 建 成“毛 笔 村 ”“白 莲

村”“蜜橘村”等特色产业传统

村落 267 个，吸引回乡新乡贤 1865 人、新村

民 5250 人，共有 12.5 万传统村落村民原地

就业，全省传统村落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

达 28.53 万元。婺源县打造精品古宅民宿

600 余家，每年吸引游客 110 万余人次，2 万

余人吃上旅游饭。

加强文化传承。将传统村落文化与红

色文化、村规家训、农事节气、民间艺术、乡

风民俗等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文化价值

功能。全省有 401 个传统村落完成村规民

约上墙，376 个传统村落完成村史村谱编

写。依托江西 VR 产业优势，打造传统村

落“线上博物馆”“数字档案库”“网络直播

间”等新兴载体，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拓

宽数字化直播渠道，让传统村落插上数字

化“翅膀”。中央电视台《“县”在出发 古村

新韵》大型融媒体直播，江西专场在线围观

超 10 万人次。启动拍摄江西省传统村落

为主题的百集国际文史纪录片，线上连载、

线下推介，首集播放量超 1500 万人次。通

过举办传统村落“寻宝”“村跑”“村晚”等活

动，打造四季采风“古村行”、跟着赛事“古

村跑”、驻足写生“古村漂”等品牌，让赣中

的赣鄱文化村落、赣东北的徽州文化村落、

赣南的客家文化村落、吉泰盆地的庐陵文

化村落、赣东的临川文化村落走近你我，一

起“守望一方水土，勾起一抹乡愁”。

下 一 步 ，江 西 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传统村落风

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统筹好保护与利

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高质量推进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真正让传统村落存于历史、活

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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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瑞金市九堡镇密溪村

中国传统村落——吉水县金滩镇燕坊村

中国传统村落——

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

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传统村落———进贤县文港镇周坊村—进贤县文港镇周坊村

中 国 传 统 村 落中 国 传 统 村 落 ————

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