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材料： 

4.位于湘西的 C村，因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势而得名。这个明清时期的古代民居

建筑村落，被誉为“江南第一村”和“民俗博物馆”。在晨雾中，绿荫环抱的小山村，一片

青瓦白墙，一条流过门前的清澈小河，如此简单的画面让人心生向往。 

C村在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公布为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村；现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这儿的建筑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侗式木屋的外面，还筑有徽式高墙。因为村子人口

多，房屋十分密集，火灾是这儿的纯木质房屋极大的安全隐患。 

几年前，村里的杨老犯了愁：村子里和他一起唱傩戏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作为省

里的非遗，难道就真的逃脱不了失传的命运吗？当时，C村和中国所有乡村面临的状况十

分相似：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留守和空巢现象较为严重。杨老说，年轻人也不是不想回

来，但是村里房屋太挤了；在家种地挣不了几个钱，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因为古村保护不

能乱建新房，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钱了当然想住一个新房，但没地方让他们建，老屋洗

澡、上厕所都不方便。在这生计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什么非遗传承问题了。 

“我们村里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好东西，比如野生茶、黑米茶、有机生态米、手工

艺品等等。”村支书老高说道，“但以前这里建筑规划不行，交通也没跟上，我们不会包

装，好东西也卖不出去，可惜哟。” 

“活体保护，让古风留存。”这是县委书记为 C村拟好的目标。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弥

足珍贵的传统村落，县政府于 2015年全面启动了 C村整体保护与利用项目，并特邀了专业

的乡村建筑设计团队来打造。面对 C村的山水和生态，团队提出了“田人合一”的理念和

“耕读人家”的设计方案，从房、水、旅、种、村、治等几个方面分别着手修复和调整：

只有乡愁乡建，才能留住乡愁；只有古村古建，才能留存古风。 

“乡建的重点，是在‘乡’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建’上做文章；乡愁不是在‘愁’

上做文章，而要在‘乡’中找情感。乡就是农田、民居、菜园、养猪，就是充满人情味的

乡土社会。让年轻人回村，只要他们回家了，人就可以养房，村中就有生机。”团队这样的

理念重新激活了古村落的元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过去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能更侧重于单纯的物质上的保护，而忽略了人的繁衍、文



化的传承，没有太多考虑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县委书记介绍道：C村历史纵跨 600

多年，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有人活动，有侗汉苗民族老百姓在这里

繁衍生息，所以我们必须引入活体保护的概念。 

古村古建在外观上对 C村进行了保护和传承。同时也注意提高农民生活的舒适度，改

造了古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区域，让老人和年轻人都住得舒服；对外观上已经过度改

造的房子，进行了复原整理；此外，还在古村旁边建了一个新村。 

“有了新村，年轻人可以回家盖房。古村也因为年轻人的回归而注入了新要素，传统

特色产业的发展也有了更坚实的依托和更广阔的空间。”县委书记说道。他认为，他们必须

要保持有老百姓在这里生产、生活、繁衍生息这么一种风貌，也必须把群众赖以生存的各

种产业做好。在传统特色产业活了以后，C村开始在旅游业方面大展拳脚。在这几年，C村

连续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丽乡村”。古村的自然素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一睹

芳姿。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旅游热，C村也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必须

把古村的文物保护好，把文脉保护住，留住古村底蕴。产业发展也要适度，才可以避免失

去特色；旅游限量接待游客，防止超过古村承载能力。只有这样，古村才有长久的魅力和

旺盛的生命力。 

但古村的保护发展工作还不止于此。“古村本身只是一个亮点，真正能将人留住的，是

这里的青山绿水。这里非常宁静美好，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这里偏僻了一点，但现在

已经改善了基础设施，比如修建沿河公路等等。现在县城到这儿，只要 20分钟车程。”县

委书记说，“附近还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都非常好。这些

都是我们当初就看到并且纳入规划的。”现在，公路已经把沿河的那些小小的美丽村落、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都纳进来了。C村，就像是一串项链上最璀璨的明珠。 

“如果当初大家照着别的古村例子来做，也有一定效果。但为了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

家园，我们多想点办法，多动点脑筋，多流些汗也值。”C村村支书说道。  

作答要求 

假设 C 村所在的省份将开展一次关于古村的保护与开发的经验交流会，请你根据材料

4，写一份介绍 C村保护和开发情况的发言稿。（25分） 

要求：紧扣材料，内容全面；逻辑清晰，语言准确；字数在 450字左右。 



 

参考解析: 

发言稿 

各位与会代表： 

大家好！C村被誉为“江南第一村”，“民俗博物馆”，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村和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然而，C村面临不少的困境：一、存在巨大的火灾安全隐患，二、因生计问题，年轻

人外出打工、留守和空巢现象严重。三，基础设施落后，建筑规划不好，交通不发达，产

品销路不畅。 

为此，C村进行了保护与开发，并取得了成功。具体措施如下： 

一、全面启动整体保护和利用项目，邀请专业的设计团队打造古村，提出“田人合

一”的理念和“耕读人家”的设计方案：乡愁乡建，古村古建。二、在外观上对古建筑进

行保护和传承，复原整理过度改造的房屋，另建新村。三、改造古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

生活区域，提高村民生活舒适度。四、发展传统特色产业、发展旅游业。同时，注重文物

保护，限制接待游客量，坚持适度开发。五、改善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将周围生态景观

纳入道路规划。 

“活体保护，古风留存”让古村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也让 C村能留得住人，守得住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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