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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7日，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江
苏省暨南京市文物管理委
员会委员、南京文化遗产
保护界的元老蒋赞初、南
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和
作家叶兆言，对老城南的
拆迁深表遗憾。在快报记

者的陪同下，三剑客夕阳下
作别城南，落下遗憾的“告
别之旅”。

8月 21日，本报 11个
版面的老城南特刊推出，三
剑客的感触和记者探访来
的城南印记，给南京市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要求保护

的民间呼声渐起。
报道同样引起了身在外地

求学、自称“南京市民”的年轻
人姚远的重视。他拟出的《关于
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
吁》得到了16位建筑界、文物
界、文艺界人士的签名响应，其
中就包括快报先前采访过的蒋
赞初、梁白泉、叶兆言。与此同

时，《�望》等中央级媒体也开
始追踪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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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引来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
讨论，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江苏省建设厅和南京市委市
政府领导分别做出重要批

示。国家建设部派出安徽省
人大城环委副主任、建设厅

原厅长谢志平带领的三人督
察小组来宁，了解情况。此
后，南京市副市长陆冰专门
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市规
划局、文物局和秦淮区政府
!"#$%&'()*+,

拿出专题调研报告。

南京市规划局网站10月
9日发布的消息，包括建设部
总规划师陈晓丽、国家文物局
文保司顾玉才司长、清华大学
博士生导师朱自煊教授和南
京文物研究方面的权威潘谷
西、贺云翱、陈薇等多位专家，

应邀走到一起，为南京历史文
化名城“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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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规划局透露，在听

取专家的建议后，他们多次踏
勘若干历史保护区现场，最终形
成了关于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及实施对策的“十类33
条”建议，并报请市政府。

针对快报报道中所提及
的老城南等历史街区的保护

问题，规划建议说，必须在更
加详细的现状调查和更科学
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公布经
过科学分析论证后的保护建
筑、街巷、古树古井的名录和
分布，让社会知情、监督。而类
似的建议，一共有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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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披露的诸多建
议中，南京规划部门说，要

加强立法保护历史文化资
源，政府要适时启动《南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或
《南京历史街区保护条例》
制定工作，甚至要针对特定
历史文化专项或地区（-.

/01$234）制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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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议说，政
府要建立城市历史文化保
护专项基金，加大政府财政
投入力度；同时，要将历史
文化保护纳入政府每年的
城市建设年度计划，每年投
入一定资金逐步推动实施。

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要
考虑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或具

体操作的国有公司，专门承担
历史文化保护的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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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议说，南京
各部门应联动摸清保护对象
家底，在已经开展的历史文化
资源普查建库工作过程中，建

议房产部门尽快介入，并梳理
完成近现代建筑特别是民国
建筑目录及档案卷。

同时，要完善对历史文化

资源科学评判的制度，目前绝
大多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判
断和分级由市文物局负责，但
对历史政治事件类�-���

G4, 的历史遗存价值判断和
保护对策提出的主管部门不明
晰，希望政府研定后明确。此外，

要明确区级和区控文物保护单

位的责任主体和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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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现状，

规划的建议是要确立历史文
化保护规划及实施的全过程
专家委员会和专家领衔制度。
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规划、施
工图等设计不能采用简单的
方案招投标形式，而是要明确
指定由具有相关保护经验的

专家领衔设计，由专家“一支
笔”全过程负责该项目从规
划总图到单体、施工图设计，
乃至在现场负责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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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议说，政府

若无法改变现有的土地招拍挂
运作模式，在运作上应增加特
别的规定要求，包括：应带经过
论证批准后的方案进行土地拍
卖，将保护要素、保护要求乃至
拆迁要求、建设要求和罚则列
进土地出让合同，并附有鼓励

原居民回迁的优惠政策等等。
此外，还要修改《南京市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局
部条款，增加针对历史保护资
源拆迁的特别规定，历史建筑
和街区应采取“腾迁”而非
“拆迁”的办法。而在拆迁过

程中，在实物上清晰标注“保
护”或“保留”字样，以免引
起不必要的社会误解，如腾迁
保留建筑的居民用 “留”或
“迁” 等字样以区别于其他
“拆迁”的建筑。

IJ¯° ±²³ ´µ¶

Î%% ~��$�ÏÐÑ

在日前举办的 “南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专家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历史
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威专
家走到一起，为南京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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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
名城，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名城
保护工作，尤其是2001年以
来，新一届政府思路非常清晰，
提出“文化南京”的发展策略，
工作成效显著，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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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面临的保护压力是
大的，因为南京的遗存非常丰
富，各种类型均可以找到，历
史街区的保护要与时俱进，但
本质上还是历史街区。在今后
工作中，要注意整治与净化城

市遗产的环境，要注重历史遗
产真实性的保护，如夫子庙已
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可再提
高，做得既繁华又历史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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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南京规划做了不少工作，但

在实施方法上还要改进，历史街
区是不可能就地平衡的，可借
鉴绍兴等城市经验，采取“政
府引导、市民参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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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是明清时期南京
“市井文化”的代表，以水上
交通为枢纽组织周边的活动。
城南的改造应该成为 “葡萄
串”，以秦淮河为一条线
�Þ,，串联起多个资源点

�ßà,，老房子要尽量利用
起来，建筑的正面应该朝向秦
淮河。

ßà �$¶iÖ�×Ò

5GÜÝ,

历史保护牵涉到方方面
面，因此要慎重，要注重策划，
并全过程考虑实施、经营和管
理，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
题，不能追求立刻见成效和就
地平衡，不能以建成为目的，

要以长期运行为目标，要把土
地变成金融的概念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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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老城南”
报道引起各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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