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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8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人民

日报》重刊了17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所

作的《<福州古厝>序》。在《<福州古厝>序》中，习近

平同志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

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

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福建省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传承的新思想新观点，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

续福建文化“根”与“魂”的高度，不断加大对包括福

州古厝在内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投入，探索了一条财政有效扶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

新路子，着力使积淀深厚、独具特色的福建传统文化

绽放出迷人魅力。

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财政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2016年以来，全省文物经费支出年均增长

13%。出台《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传承工作的通知》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目前，全省

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32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7处291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21处，市、县（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近5000处，形成了国家、省和市、县

（区）三级文物有效保护体系。特色文物资源丰富多样，

海丝文物218处，其中22处（点）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革命文物1832处（点）；涉台文物1515

处；水下文物41处。全省拥有“武夷山”“福建土楼”“鼓

浪屿”和“中国丹霞——泰宁”等4处世界遗产。“古泉

州（刺桐）”列入中国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海上丝绸之路、三坊七巷、闽浙木拱廊桥、闽南红砖建

筑、万里茶道等5个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三明万寿岩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

单。泉州、福州、漳州、长汀和莆田、建瓯、邵武、武夷

山分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福州三坊七巷、泉州中山路、厦门鼓浪屿、漳州台湾

路——香港路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福州上下

杭等27个街区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上杭县古田镇

等19个镇、马尾区闽安村等57个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居全国第2位），共有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89个；中国传统村落492个（居全国第6位）、

省市级传统村落500多个。2017年7月13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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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欣闻鼓浪屿申遗成功，亲自批示，表示祝贺，并

指示：“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

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

脉更好传承下去。”这是党中央对福建省文物保护工作

的肯定。

特点和亮点

（一）以制度促投入。2009年以来，先后颁布《福建

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

遗产保护条例》《福建省“福建土楼”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福建省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并规定相

关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文物保护投入。

（二）助力服务大局。一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争取“海上丝绸之路”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海上丝绸之路”系列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完

成，“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丝

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赴北京等地和

联合国总部展出。二是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18

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重点整体保护利用的国保省保集

中成片传统村落名单并实施了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和

环境整治工程，启动特色文化文物小镇建设，积极推

动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格局风貌保护和旅游等产业

发展。三是实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编制

了《福建省“十三五”文物保护项目（经费需求）规划》，

《龙岩市革命旧址保护利用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并

开始实施，全面启动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四是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自2008年开始的涉台文物保护工

程实施以来，许多重要涉台文物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活

动的重要载体，福州三坊七巷等7处涉台文物及其展

示场所被国台办确定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三）支持文物重点保护。近五年，全省各级财政

积极筹措资金，重点实施了万寿岩遗址、昙石山遗址、

三坊七巷——朱紫坊建筑群、福建土楼、鼓浪屿近代

建筑群等225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自2008年启动涉

台文物保护工程以来，启动实施了204项重点涉台文

物保护工程。重点支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维修项

目，兼顾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险情突出、急需抢救

保护的项目。重点支持已列入世界遗产的福建土楼、

武夷山核心区环境整治，重点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工作（核心区环境整治、遗产展示），兼顾其他世界文

化遗产和预备名单的保护项目。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

改善了文化遗产保存状况，也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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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宽资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资金

渠道有限，主要是政府补助和民间集资，福建省部分

地区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如晋江市针对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传统建筑保护，

市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作为专项资金，根据建筑现

状、产权归属，分类给予补贴，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优秀传统建筑优先保护，最高补助可达财政核算

的50%；对名人故居的保护，修缮设计费由政府出钱，

维修经费政府出资一半，其他部分由产权人出资或筹

集。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又如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宏琳厝在2016年洪灾之后局部坍塌，损

坏严重，省房地产企业捐资5000万元用于保护修缮。

在施工过程中，企业多次组织员工到施工现场义务劳

动，组织新闻媒体到现场采访施工进程，宣传文物保

护知识、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并借此打造企业文化品

牌，树立企业文化形象。

（五）注重结合城市规划建设提升传统文化保护水

平。在资金安排上，充分将文物保护的规划设计、源头

管控、修复建设、后续维护等纳入考量范围，采取多种

方式支持做好保护利用工作。如针对福州市重点文物

相对集中的情况，在组织城市建设改造规划中，加大

了对文物保护和特色文化的设计规划投入，努力使文

物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相得益彰；进一步加强对历史

文化街区的整体保护性建设，投入160多亿元用于开

展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鼓岭、烟台山等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修复。

（六）加强对古建筑特色技术工种工匠的培训投

入。安排培训经费支持古建筑特色工种技术工人和农

村建筑工匠培训认证工作，累计培训农村建筑工匠约

2.5万人和古建特色工7000多人，化解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和传统村落建设用工矛盾。支持台湾建筑师来闽

开展“陪伴式”服务，对引进台湾建筑师团队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规划设计和“陪伴式”服务的村庄给予补

助，每村补助50万元。

（七）探索活化利用。一是修缮后的文物建筑纳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新时代中焕发新活力。福州

的三坊七巷作为国家首批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之一，自

2010年底启动以来，目前已初具规模，由一个中心馆、

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同时明确业态定位，

根据三坊七巷南后街、各坊巷院落等建筑地段及功能

的不同，对引进的业态要求也各有不同，鼓励引入传

统老字号、地方特色旅游产品、工艺品和文化展示、创

意设计等业态。二是融合遗产、旅游和教育功能，更好

地服务于群众需求。如晋江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施琅宅和陈埭丁氏宗祠，开辟施琅纪念馆和陈埭

回族史馆，作为晋江市博物馆的下属分馆，并打造成

爱国主义基地；依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店市建筑群，

开辟成晋江市国家4A级景区，并集中展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交椅山窑

址，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开设陶吧，不定期举

办制陶活动，学习传统手工制陶技艺，打造非遗传习

所。三是国家、社会、原住民多方保护文化遗产，发挥

文化遗产的凝聚作用。如晋江市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店市建筑之庄氏家庙和蔡氏宗祠交予其族人管理使

用，不仅保护了文物建筑，也更好地传承了宗祠文化、

家族文化和乡愁文化。众多修缮后的涉台文物更是吸

引了许多台湾民众回乡寻根谒祖。台湾众多政要、知

名人士和广大台胞纷纷来闽谒祖，参访以祖居、祖祠、

祖墓为主的各类涉台文物，不断扩大涉台文物保护理

念与保护成果在两岸文化交流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

的积极作用。四是发展文化旅游，实现旅游富民、旅游

惠民。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建土楼景区村民享

有门票分成收入、楼租收入、参与经营管理收入等，同

时带动了土楼的特色农产品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

展。据统计，2011年以来，永定县、华安县、南靖县等

三个土楼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内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比

毗邻乡镇村民平均收入高出一倍多。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福州三坊七巷建筑群中部分建筑修复后，及时

对外开放，水榭戏台、二梅书屋、叶氏民居、蓝建枢故

居等辟为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三

坊七巷被授予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列为国

家5A旅游景区、福建省文化产业基地等，已成为福州

的一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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