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老吴公考申论打卡材料（第 11 天）

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十年风雨路，不尽古村情，花都区炭步镇在古村落的发掘保护发展传承演绎

当中，做了大量工作，并依托古村落大力创建省历史文化名镇 和旅游名镇，取

得了显著成绩，其在古村落保护利用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炭步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西南部，面积 113.3 平方公里，辖 27 个行政村，

1 个居委，户籍人口 4.96 万人。据史传记，南宋末期，元兵逼进，长江中下游

百姓南迁至此居留。因大多平民以烧炭为主，在巴江边设有一个堆炭外运销售地

点，古称步头，犹如今天的码头，故名炭步。明清时期，设水西巡检司于炭步，

商业繁荣，渐成墟市，故称炭步墟。炭步墟原属南海县，康熙二十五年建置花县

时划入。1958 年成立炭步人民公社。1983 年 11 月撤社设区。1987 年 1 月撤区

称镇。2002 年 5 月，省建设厅确定炭步镇为省中心镇，2003 年，被广州市确定

为第二批中心镇，2014 年列入全国重点镇。

炭步镇素有“巴江明珠”之称，全镇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富有开发利用价

值的古村落众多，各式祠堂、书室、民居、古井散布各村。特别是以祠堂为核心

的古村落祠堂文化底蕴深厚，人文历史丰富。近年来，炭步镇通过同步强化措施，

使古村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利用。

全镇古村落数量多，分布广，而且保存完整。27 个村几乎都保留了较为完

整的古村落面貌，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客家民系聚落的生活场景。祠堂建筑多，各

村均有一个以上的祠堂，有的甚至有多个祠堂，尤其是塱头古村、茶塘古村、藏

书院三条古村，建筑群多，分布集中、保存完整，规模宏大（塱头古村古建筑群

共有 388 座)。三个古村也先后被评为省级古村落。其中，塱头古村被评为中国

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楹联文化之乡和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炭步镇各村集中 21 个姓氏，其中塱头、藏书院、水口等多村全部只有一姓，

形成单姓血缘村落，在地缘关系复杂的珠三角地区少见，社会功能和制度文化上

具有明显的家族文化特征，在建筑规划和装饰艺术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姓氏家族与

村落的同构型文化特征，对研究人口迁徙，人文历史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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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内古村落遍布宏伟的祠堂建筑群，气势宏大，类型丰富，古风撩人，保留

完整的明清建筑风格，体现了历史其实性和连续性。一些古村落的古建筑 群文

物价值高、年代久、规模大、工艺精、保存好，群体完整性为珠三角少见。其中

祠堂类型最为丰富，建筑技术独特， 砖雕、木雕、壁画等艺术构件工艺精湛，

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

各古村落保留多个朝代建筑，至今其物质载体仍然整体完好，是典型的岭南

水乡广府围村。村落里居住街坊格局独特，大都以南端宗祠、书院为界，内外空

间划分清晰，序列明确，体系非常齐全，这在古村落中并不多见。

镇内古村落历史悠久，承载丰富文化。如塱头古村，现存广东省珠三角地区

仅见。全国罕见，规棋庞大的书院群建筑遗产，以及其书院文化、楹联文化、生

活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耕读传家”文化特色的完整的综合文化体系，

村里黄氏有“公孙八科甲”，“七子五登科”，“父子两乡贤”故事。此外，古

村落的祠堂承载着我区乃至全国重要历史文化和人文典故，如 1939 年遭到日军

烧毁的光禄大夫（晚清名臣骆秉章）家庙，记载着一段深刻的历史。位于塱头古

村友兰公祠的接旨亭，显示着明朝正德年间官员黄皞的廉洁历史。鸭湖村张氏祖

祠是花都唯一的骠骑将军祠。石湖村汤廷光是中日甲午海战舰长，1917 年任中

国海军总长、广东省长。

近年来，炭步镇依托古村落和自然生态特色等人文历史生态等资源，通过强

化领导组织、强化规划、完善配套设施、创建景区、突出项目带动、节庆造势和

对外宣传，既较好地保护了古村落，又打响了特色古村落乡村旅游品牌。目前，

炭步镇正依托塱头古村、藏书院古村、茶塘古村、康公庙、骆氏家庙等项目建设，

全面加大古村落及其他历史遗产的保护力度，努力创建省历史文化名镇。

坚持规划先行，保护第一，适当开发，分步推进的原则，强化保护性开发的

理念，加快古村落的各项建设工作。完成了各项规划编制工作。塱头、藏书院、

茶塘村先后完成村庄规划。其中塱头村还完成了《塱头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塱头村旅游规划和重要节点详细设计》。认真做好了地形测量工作，委

托建材广州地质工程勘察院究成了塱头村地形测量，并进行相关设计，为工程规

划设计提供基础资料，加快了名村建设进程。

以塱头、藏书院、茶塘三个古村落为主要笵围，通过名村创建活动、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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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村落建筑。重点做好了塱头古村名村建设工作。对塱头村等的岭南建筑文

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人文历史等进行了深入挖掘，加强文物保护。先后对

塱头、藏书院、茶塘村等多个祠堂和古民居进行了修葺，特别是对塱头古村投入

2485 万元，完成祠堂修葺、旅游道路绿化改造等 21 项名村建设工程，塱头古村

成功通过广州名村考核，被评为广东历史文化名村和广东最美古村落三十强，并

列入广东省创意产业协会影视拍摄基地。

通过近两年的研究发掘，发现位于华岭村的清代名臣骆秉章家庙——光祿大

夫家庙尽管己经损毁，但是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于是，炭步镇把光禄

大夫家庙重建修复作为保护发掘历史文化的重要举措。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光禄大夫家庙现有遗址进行了 详细的文物考证鉴定及专家论证会审定。经花

都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批准并给予大力支持，由广州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

骆秉章研究会会长和骆秉章第六代后人骆鼎先生作为出资人，解决资金问题。聘

请岭南古建筑专家、广州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汤国华教授亲自担纲设计。经

过约一年的建设，现已累计投资 1000 万元，家庙一、二进主体修复工作已经完

成，全部工程于 2015 年底完成。 重建修复后，将其作为骆秉章纪念馆纳入日常

管理维护，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届时作为花都区历史、文化研究、廉政教育

基地等。

为加强旅游管理工作，发掘和保护炭步镇的旅游资源，构建和谐、原生态的

旅游环境，炭步镇先后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主任，旅游办、规划办等部门为成

员的炭步镇旅游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并成立炭步镇旅游管理办公室、镇属企业

巴江田园旅游公司，落实资金、人员、办公场所、健全了管理机制体制。

塱头古村景区高标准配备了旅游服务站、停车场、观光标识、农家乐等基础

服务设施，并于 2014 年成功创建 3A 景区。藏书院村和茶塘村也逐步新建或改建

了卫生站、公厕、灯光球场、文化广场、小公园、养老院、环村绿道，综合服务

中心和文化大楼等。在塱头村为核心的辐射带动下，各村也扎实提升乡村宜居宜

游的环境。建设西部绿道，横贯炭步 11 个行政村，连接秀全街和赤坭镇，全长

40.4 公里，建成后将成为炭步镇一条生态旅游的“黄金走廊”，极大地带动旅

游业发展。目前项目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和现场勘测，2015 年底前动工。

针对仅仅依靠财政投资进行古村落的旅游开发难以持续的实际，炭步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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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开发充分地依靠了市场和社会力量，并将古村落旅游赋予更多的文化及

商业开发价值，使古村落更具生命力。近年来先后与多个公司合作，打造适合炭

步镇古村落、适应市场的开发项目，以项目带动古村落的发展。与广州星烁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整体推广打造炭步文化，先后设计了炭步视觉形象标识、

炭步雕塑等融和炭步古村落文化的产品。与餐饮和食品生产企业合作，对炭步芋

头等进行了深加工，在各大酒店推销炭步特色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又宣传了

炭步乡村游元素。与多个旅游公司签约合作，合力打造炭步古村落旅游。整合农

家乐资源，引导两家农庄成功申报为广州 2星级农家乐，使古村落旅游提升了配

套服务。引入国学培训机构明伦书院，把破旧闲置的古建筑打造书画院、茶馆、

沉香茶道等文化产业的新功能，使利用和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中央电视台等煤体对我镇藏书院古村的洪拳做了专题报道；广东电视台和

《新快报》等煤体对炭步“古村落”作了专门介绍。开设了古村落旅游网站、微

信等室传阵地，提高了宣传效率和覆盖面。制作了《塱头村之歌》、《茶塘村之

歌》、《文岗芋头之歌》等歌唱炭步古村落文化的歌曲，编辑了 3本古村落宣传

书籍，出版了《塱头海内外楹联大奖赛作品集》和反映镇域的文化书籍《魅力炭

步》等。积极培育古村落文化，目前景区常年进驻 1个粤剧社、1个国学宣传企

业，并开设有 1个民间民俗博物馆。

先后在茶塘村和塱头古村举办了 4届芋头文化节及古村落旅游文化节，在塱

头古村举办 5届荷花节和摄影比赛活动。举办海内外楹联大奖赛、炭步芋头与养

生论坛和“芋头王拍卖”等多项文化活动。打造出全省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岭南文化年度盛会，塱头古村被评为中国楹联之乡，扩大了古村的影响力和旅游

知名度。打造炭步芋头旅游品牌，2012 年炭步芋头成功推销上京，进入中南海

餐桌。在芋头文化节及古村落旅游文化节期间免费让农民集中推销炭步特色农村

品，助推了农民增收，打造更多的炭步特色农产品旅游品牌。先后向 7家旅行社

授“生态旅游”旗，突出景点推介。结合塱头古村的黄皓等廉政历史名人，建成

廉政主题公园和廉政陈列馆，打造“廉政景区”和广州市廉政教育基地。近年来，

游客人数连年翻倍增长，2014 年游客数超过 3万人。

【资料 2】

传统的村落大多拥有较为良好的自然环境，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优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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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以及文化价值。传统的村落还保存着大量的文物古迹，蕴含着独特的地域乡

土文化以及淳朴的风土人情。而现在的传统的村落正在大规模的消失以及不断的

走向衰败。保护传统村落及其村落的文化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提高传统文化的价值。

千年古村松山村，是省级革命老区新合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村落坐落在新

合乡的西北部，富春江支流壶源溪的源头，依山傍水，体现古人“择水而居”选

址理念，背靠十万余亩青山，又恰好起到天然屏障的作用。是浙徽古驿道必经之

地。全村民国前的建筑都属徽派风格，同一房头各户均围厅联续暨榀建屋。充分

体现宗法社会下合族而居，相互照应的理念。借自然之山水、森林、溪岸，配合

自身的村居建设，白墙黛瓦、清澈溪水，构筑了一个群山环抱、宁静质朴的古韵

山村。古村群山环抱，清澈溪流穿村而过，依山傍水，开门见山，属于富春江支

流壶源江的源头区，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氧吧。

山青水秀的新合乡松山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着丰富的民间

民俗文化传统项目，而以板龙活动年代最为久远，影响面最为广泛。松山村板龙

从北宋传承至今，当地百姓一直坚信龙能保佑百姓平平安安、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松山村板龙到各村拜年迎新春，龙灯所到之处，沿途的村民都会摆上香案，

燃放烟花鞭炮，场面喜气壮观。梅花锣鼓：松山村梅花锣鼓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

历史，村梅花锣鼓队经常外出表演，并获得好评。

松山村板龙：板龙的制作、舞龙参与人员等，依托村中的传承，与村组织和

环境紧密相关。松山村板龙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文化项目，集灯彩、剪纸、绘画

于一身，是一种独特的民间龙舞，龙灯自古不外传，但现在是 21 世纪，开放年

代了，人们认识到优秀文化不能自我封闭，要与人分享，要与外界经常交流，不

断改进、创新，才能保持自身领先的地位。为了让板龙艺术更好的流传下去，发

扬光大，村中老艺人认真分析、考虑，最终打破世俗观念束缚，踏上了在民间传

授龙灯制作工艺之路，近年来，村中的老艺人常被浦江、诸暨、富阳、建德等地

邀请前往传授龙灯制作工艺，有效促进了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互动，营造了“墙里

开花两边香”的喜人局面。

古村落是巨大的文化包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在我国，传统的村落具

有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参差不齐等特点。而传统的村落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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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通过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可合理的保护历史的文化遗产，延续当

地淳朴的风土人情，以此来使物质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度齐头

并起，从而将传统的部落引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进而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往往

产生一定的矛盾。而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解决保护与发展

的矛盾。我们可采取发展乡村旅游的方法，来有效的协调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

间的关系。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保护村落的历史整体进程，避免在快速的发

展中对于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历史文化等的破坏，同时也可有效的增进传统村

落的发展动力以及提高传统村落的活力，进而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镇一体化的不断实施与开展，我国传统的村落渐渐的失去其独有的村

庄特色。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有效的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色，并不断的延

续其独有的精神个性，进而可有效的避免在城镇一体化的发展中，传统村落失去

其独有的乡村特色以及出现千村一面的情形。

传统村落代表着我国农村的建设以及发展现状与程度。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

护，可有效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建设与改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以及

提高村落居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还可不断的更新传统村落的文

化，使传统的村落不断与快速的科技发展相适应，进而有效地促进和谐社会主义

的建设。

不断的扩充传统村落的保护理论体系以及不断的推动文化遗产与保护的更

新也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有效的将高科技技术

运用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去，不断的提高他们的农耕水平以及用高科技技术不断

的培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农副产品。

二、阅读任务

1.请根据“给定资料 1”，指出炭步古村落有哪些显著的特征？限 100 字以

内。

2.请根据“给定资料 1”，指出炭步在古村落建设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限 200 字以内。

3.请根据“给定资料 2”，指出保护古村落有哪些重要的价值？限 200 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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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码上下载老吴公考 app，领取 50 元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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