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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剑 阮元

本报讯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排，台州仙居
县淡竹乡下辖 13 个乡村的首轮“绿色资产”
清单，昨天已经基本登记完成，共计 68 件。

所谓绿色资产，指的是该乡行政区域内
的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寺庙、石刻、代表性
建筑，以及集中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古村落、
古屋、古井、古树名木等，政府通过建立清单，
用制度保障的形式，把这些展现村庄历史故
事的绿色资产得以保护和管理。

此举源自当地一处村民广场的建设，他们
想找个手工雕琢的石头门楼老物件，当时很多
村民说家里有，但一看要么破了，要么毁了。

淡竹乡党委书记王策开始思考，用什么办
法去保护这些老物件，并激发村民保护乡土传
统的意识。

经过讨论，建一份绿色资产清单的想法，
开始闪现。乡干部分头到各村去摸排，不管物
件大小，只要有年头，或者有特殊意义，都可以
列入清单。

9 月 16 日，乡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红
头文件的形式，出台了《淡竹乡永久绿色资产
清单和永世维护享用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老物件需要提请村民代表大
会讨论通过，并报乡政府归类、建档、登记公布
确认为乡、村绿色资产，然后予以保护，同时明
确保护等级、范围、责任人和追责措施，统一制
作标牌，接受村民监督。

“每个村干部，都是绿色资产管理责任人，
乡里要求他们每月不得少于两次巡查，还要填
写《绿色资产保护巡查记录表》。”王策说，若是
村干部监管不力导致清单内的绿色资产被人
为破坏，该村当年工作一票否决，扣发村主职
干部年度报酬。

老物件被正式列入管理清单后，虽然归属
权、使用权依然归村民个体所有，但不能随意
买卖和破坏。如果绿色资产遇到不可抗拒因
素，比如政府工程建设，需要退出清单，应提请
全体村民大会讨论，要有90%以上的村民同意
通过并报由乡政府归类、建档、公布。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
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
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
绿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
合提到乡愁，对于淡竹乡来说，这份绿色资产
清单，就承载着他们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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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82 岁的张西金喜欢坐在老宅的廊檐下，一边
晒太阳，一边嘬着那根有 50 多年历史的手工烟斗。陌
生人推门而入，老人只是笑笑不言语，任由他们四处观
赏，取景拍照。

老人知道，那是冲着油溪村里的石头屋来的。这一
年来，仙居县淡竹乡的乡村旅游搞得风生水起，包括油
溪村的13个乡村，都在用最古朴的风景，吸引着来自各
地的游客。

这些带有浓重历史的建筑、古树，之所以能吸引游
人的驻足，并非它们有多好，而是能见到的越来越少。

当农村旅游也朝着城镇化的模式发展时，大量历史
文化遗产渐渐消失，当一些古村落徘徊在去或留的十字
路口，淡竹乡从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中看到了机遇，
而乡里正在做的这件事，让古村的未来看到了希望。

“村民们都说家里有
一找却发现早毁了”

总面积达211.5平方公里的淡竹乡，是台州市地域面积
最大的乡镇，境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仙居158平方公里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面积，有90平方公里位于淡竹。

2014 年之前，尽管淡竹风景一直吸引着游人，但大
多数人来去匆匆，因为根本找不到落脚休整的住所。

于是，淡竹乡开始在下叶村试点乡村民宿，希望能
用最朴实的乡村生活，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

2015 年伊始，下叶村开始大力装扮，乡、村两级干
部的想法很一致：不需要很气派，但要展现农村该有的
特色。

于是，村里修整出了一个中央广场，广场中间划出
位置，用来摆放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制门楼架和石窗。

位置是留好了，找门楼架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问村民有没有，都说有，但一找起来，要么坏了，要

么没了”，那时候，淡竹乡党委书记王策刚上任不久。
“以前家家户户都有啊，但造新房子拆掉了。”村民们

基本都是这个说法。原来，淡竹乡本不富裕，村民打工赚
钱后，都想着回村拆旧房起新居，旧宅中的老物件，就这
样被一一损毁。

这件事让王策陷入沉思，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就
怕千村一面，丢弃了乡村传统文化与历史文脉的传承。

“淡竹不需要外观上的现代，而是要变得更古朴、更接近
历史的味道。这味道，就是乡愁，留住乡愁，不能只靠口
述，应该有更多的实物承载。要趁着老物件还没有全部
消失，抓紧发掘保护。”王策说。

N种想法后产生的
绿色资产保护新模式

王策想了很多种可能的办法，想得最多的是统一收
纳，把村民的私藏物件买过来，然后统一安置。

“钱从哪里来？如果物件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存
放？”有人提出异议。

王策又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让村民自己保管，但
不允许他们私自买卖或者破坏？

仙居是全省首个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委书
记、县长林虹曾提到过：“要加大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保
护利用，深入挖掘村庄历史文化底蕴，让每个古村都拥
有一张名片、传承一段历史、系住一脉乡愁。”

在王策看来，这样的改革落实到具体的乡村，就是
要保护好山山水水、古物旧居，他把这些称为“乡村绿色
资产”。

去年乡里开人民代表大会，王策在会上首次提出淡
竹要建立“绿色资产保护制度”。

方案讨论近一年后，今年9月16日，《淡竹乡永久绿
色资产清单和永世维护享用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清单
中包含两大类绿色资产，一是已经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文物古迹，二是尚未列入保护名册但已经上了年岁
的老物件。

对于第二类绿色资产保护，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
题。

“比如说老房子，虽历史悠久，但对村民来说不实用、
不方便，村民要提升生活质量，肯定得住新房子。”王策说，
针对类似情况，乡里准备好了物权置换的方法。

“老房子不能拆，留给乡里修葺后作为公共区域使
用，乡里或者村里提供新的宅基地。”这样一来，村民的
居住环境改善了，老房子也得到保护，一举两得。

乡里对老物件的认定专门成立了“乡村建设试验室”，
成员除了乡里的干部，还邀请了美院、博物馆的专家。

有些老物件虽说不清它的价值，但也被列入了名
单，“这样做可能欠缺了一些科学性，但这个方法简单、
管用。假如日后能认定它们是文物，最好不过，即便不
是，它也承载着村民的回忆。”王策说，他们的认识很感
性，“如果大家觉得拆了或者毁了可惜，那就留下来。”

“老百姓如果有意识参与到这场保护绿色资产的行
动中来，就不会再为古村落的消失发愁，我们才可以亲
眼看到乡村的复兴。”王策说，用不了多久，淡竹乡要还
给世人的，一定会是一张独具古典气质的绝美容颜，到
那时，定会有更多人竞相前来，一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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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叶村广场展示着收集来的石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