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蔡 凯 郝春城 李东璇 组版 杜跃东 校对 叶明晓 2021年 1月 15日 星期五 政协04

近一年来，市政协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

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

是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关于助

推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很多具有很强指

导性、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必将有力推动我市古城

保护和利用工作。

下面，就做好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我谈几个方面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城保护和

利用的系列讲话为指导，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

保护。坚持动态性保护原则，赋予文化遗产适当的功能，合

理利用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文化融入生活，实现可持

续传承与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我们将成立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

长，市发改、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南阳市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古城保护和利用各项工作，研究解决保护

利用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工作职

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推进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

三、突出古城特色。在下一步的保护利用工作中要时刻

遵循南阳古城的历史沿革和《南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将古城打造成为古新优势兼具、宜业宜居宜游的豫西南文化

明珠。

四、强化规划引领。加快《南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的审批落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详细规划，为推动南阳古城

核心区域的保护、修复、整治、利用等提供依据；启动编制汉

宛城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汉代冶铁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

划及汉宛城遗址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

五、创新投融资机制。要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多元投入

的资金保障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广泛参与、争取多元投入。

六、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

体作用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南阳古城文化旅游产

品宣传，合理包装古城文化资源，讲好古城故事，提升古城文

化影响力，推动形成“古城保护人人参与，保护成果人人共

享”的新局面。②11

关于助推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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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言南阳积极建言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古城保护和利用

市政协主席 张生起

注重保护利用
市政协常委、南阳晚报社总编辑 贾东民

我就南阳古城保护利用加强宣传推介

谈一些建议。

一、宣传好“保护为先、合理利用”的意

义。古代建筑、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

属于子孙后代，必须增强敬畏之心，始终把

保护放在第一位。要充分展示，“活”化利用

好文物。

二、宣传好实施环境整治、提升古城人

居环境的必要性。加强和完善老城区基础

设施建设，强化古城消防安全，提升沿街绿

化景观。加强规划，再现历史风貌。

三、重构商业业态，重塑古城历史形象。

加强整治，整改不合规店铺。尽快对古城历

史商铺内现有经营情况逐一审查，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历史建筑安全。加强引导，重构街

区商业业态。结合实际，引入南阳名吃、曲艺

演出等，营造高品质夜间营商消费环境。

四、加强宣传推介，树好古城文旅形象。

五、打造宣传好人文遗迹品牌。②11

深挖文化内涵
市政协委员、市博物馆馆长 王晓杰

在南阳古城打造上，建议如下。

一要充分整理挖掘南阳古城文化内涵，

要充分利用南阳作家协会、南阳汉文化研究

学会等单位及群团组织，着力推出一批高质

量、系统化的研究成果。

二要打造旅游演艺品牌。围绕“两汉文

化”主题，再现历史人物故事，邀请国内外知

名团队，打造实景演出，提升城市品位。

三要推进新业态发展。大力实施“旅

游+”，推动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培育

研学旅游、会展旅游、民宿等新业态。

四要大力研发文创产品。设立南阳文

创研发中心，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创意产品。

五要提升旅游产品智慧化。将饮食、农

耕、康养、红色文化等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

品，提升产品的品位和内涵。

六要创新宣传营销方式。加强与旅游营销

电商平台合作，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推出旅游

专栏、专题节目，探索“微营销”模式。②11

科学推进建设
市政协委员、大河报主任记者 郭启朝

南阳古城复建是关乎南阳转型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确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融投

资政策。要面向全国乃至海外进行招商引

资，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古城保护和

利用项目建设。

二是尽快完善两个机构。一个是要尽

快成立南阳古城项目建设集团。第二个是

尽快成立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管委会，负责

古城项目的服务和监督。

三是南阳古城复建涉及特色景区和特色

产品，要做好宣传。特色景区有玄妙观、医圣

祠、府衙，特色产品涉及解放路、民主街等街道

的“百馆”“百业”“百艺”品牌。要加大宣传力

度，讲清楚南阳古城复建的目的意义，打响南

阳古城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大家共同议古城、

建古城的良好氛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征集古城老照片、老物件活动，为古城建设增

砖添瓦。②11

彰显独特个性
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历史建筑保护工

程教研室主任 李 斌

现就南阳古城保护利用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织补传统生活网

络。南阳古城保护利用项目是一个民生工

程，要把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质量

作为首要任务，推进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是尊重南阳历史，保护南阳历史文化

多样性。南阳历史文化名城是多种因素相互

叠加、长期作用的产物，保护城市遗产要展现

不同时间维度的历史痕迹，保持城市个性。

三是增加绿色空间 ,改善古城环境。通

过遗址展示、局部修复，将梅花古城融入城

市景观。修复坑塘水系，改善绿地分布 ,增
加点状绿地。

四是整合文化资源，形成合力。梳理南

阳古城的空间演变历程与整体保护现状，织

补南阳古城历史文化脉络，恢复部分具有影

响力的历史空间，将散落的文物点重新“拾

起”，达到资源整合的目的。②11

推动文旅融合
南阳市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所所长 贾付军

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核心是保

护。为有效保护南阳历史文化遗存、遗产，

建议如下。

一是保护古城山水格局，实现人文资源和

山水环境相融合。加大对独山、紫山、磨山等山

体保护与绿化建设。在城市中心与独山之间

开辟景观视廊，强化和谐自然的城市格局。

二是保护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建设黄

山遗址公园，实现文化遗产同现代化城市有

机融合。规划建设以黄山遗址为代表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以十里庙

遗址、申国贵族墓地为中心的商周文化遗址

公园。

三是保护南阳古城历史格局，修复南阳

古城文物建筑及遗址。保护古城历史格局，

展示南阳古城历史风貌。整修古城历史文

化街区，修复古城历史风貌。整修文物建

筑，建设专题博物馆，组合特色旅游线路，形

成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②11

“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是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文旅专项两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市

政协把“助推南阳古城保护与利用”作为年

度常委会专题议政的重点，在广泛调研，深

入考察，充分座谈，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形成

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南阳古称宛，西周宣王时，南阳城为申

伯国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 2800多年。明

清时为南阳府所在地，是“万里茶道”的重要

枢纽，在清同治年间形成了以护城河、明清

砖筑城墙为核心，以四关土筑寨墙及河流为

辅助的内、外城之“梅花城”格局。

（一）古城文化资源。南阳古城范围内

有历史文化街区两条（民主街、解放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处（医圣祠、南阳府

衙、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3处（玄妙观、天妃庙、王府山、董作宾故

居、杨廷宝故居、南阳府文庙等）、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28处（接官亭、中共南阳地委办公

旧址、孙家楼、察院旧址、张嘉谋故居、宛城

驿、古城墙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点 32处、

历史建筑 45处，此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二）古城保护和利用的价值。南阳古

城历史辉煌，文化灿烂，在西汉时是全国五

大都会之一，东汉时与京城洛阳并列为全国

两大中心城市，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涌现了以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

亮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名人。清代的南阳

梅花古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独树一帜。

古城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保护

和利用价值。

（三）古城保护和利用的意义。历史是

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加强对古城保

护和利用，是塑造南阳特色风貌、建设大城

市、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举措，是推

动南阳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内知名的生态文

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南阳知名

度影响力的有力抓手，具有深远意义。古城

复建，优化景观风貌，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

境，能有效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有效促

进文物活化，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激活古

城，点亮南阳。

（四）当前建设情况。2016年以来，“南

阳古城保护和利用”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

文旅重大专项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成立

了以市政协主席张生起为组长的文旅重大

专项领导小组，统筹谋划，持续推进，成效

明显。目前已筹备各种建设资金 14 亿余

元。护城河综合治理征迁工作正在进行，

其中居民房屋征收总任务数为 826 户，已

完成拆除 791 户；公建单位 23 家已签约 18
家；起步区南城门区域完成两处公建单位、

两处民企、143 户民房共计 3.5 万平方米征

迁任务。

二、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有力的

法律支撑、持续的资金投入、科学规范的管

理和合理的开发利用，古城区不少历史街巷

被破坏、文物建筑及历史建筑保护不力、基

础设施陈旧落后，特别是居民生活环境较

差，文旅资源转化效能偏低。

（一）整体推进乏力。对古城的文化价

值、社会价值认识不足，保护和利用措施不

力、成效不明显。

（二）规划编制不完善。多年来，与我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配套的一系列规划编

制进展不一，时间、空间衔接不够，南阳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法有序实施受到制约。

（三）历史风貌有所破坏。历史街巷是

古城的主体和支撑，记载着古城发展的历史

轨迹，沉淀着古城历史文化。但从目前情况

来看，历史街巷风貌已经不在，原有功能逐

步衰减，部分功能甚至丧失。

（四）文物管理存在短板。南阳古城内

大部分文物，因政府行政管理（业务指导）部

门人员少、文物保护专款不足、缺少规划、产

权分散、产权单位经济能力差、保护意识差

等原因，保护现状堪忧。

（五）建设资金缺乏。从当前正在开展

的南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及修复工作

可以看出，南阳古城保护利用工作开展以

来，市区两级政府在投融资方面方法手段不

多，成效不明显，导致项目推进受阻。

三、意见及建议
南阳是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楚

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三国文化重要发生地，

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展古城

保护和利用工作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重要体现，要做到最大限度保护，客观

适度复原，科学合理有效利用，“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激活古城，点

亮南阳。

（一）提升站位，强化组织领导。一要准

确把握方向。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城

保护和利用的系列讲话为指导，做到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要以国家及相关部

门、省市出台的关于古城建设、文物保护的法

律法规、办法意见为遵循，要坚持原真性、整

体性、动态性保护原则。二要切实强化组织

领导。建议成立高规格的南阳古城项目指

挥部，强化指挥部的统筹领导作用。建议成

立南阳古城管理委员会，行使社会事务管理

和古城保护利用工作职能，有效推进南阳古

城的保护和利用。三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

和机制建设。要尽快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南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构建古城

保护法规体系，将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细化

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部门，依法推进，依法奖

惩。四要积极对接国家和省政策项目。

（二）明确定位，突出古城特色。一是

以汉文化为底色，深度发掘并建设王莽铸

币厂遗址博物馆，保护整修明远顶、望仙台

等汉代高台遗址，建设汉宛城城墙遗址公

园，建设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展现

汉宛城形制特征，展示两汉时期南阳“商遍

天下、富冠海内”的繁华盛景，建设南阳古

城两汉文化展示区。二是以梅花城为底版

（3.35 平方公里，清代“梅花城”范围，包括

2.71平方公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结

合梅花寨南寨墙遗存的保护，建设南寨墙

遗址公园，通过景观设计展示出南寨墙、大

寨门、小寨门的位置；结合温凉河、梅溪河

整治，在原梅花寨寨河的河段形成以寨墙

遗址为主题的滨河绿地，反映梅花寨城“状

如梅花”的形制特征，将梅花古城融入现代

城市景观。三是以明清古城风格为主调

（1.2 平方公里明清府城范围），采取保护、

修复、整饰、更新等手段，对域内的民主街、

解放路、府文庙等街区、街巷、古建筑进行

修复保护。

（三）完善规划，强化科学引领。一要加

快推进《南阳古城历史街区保护及修复整治

规划》审批落地。二要编制汉宛城遗址文物

保护总体规划、汉代冶铁遗址文物保护总体

规划及汉宛城遗址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

划。三要编制南阳古城核心区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四要编制古城核心区重点地段的

修建性详细规划。五要加强对要利用的文

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规划。六要深化专项

规划实施方案。

（四）恢复风貌，再现古城风韵。一是要

开展历史街区修复工作。按照《民主街解放

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要求，整体保护并恢

复解放路中段、民主街的传统风貌，保护其

他历史街道两侧的历史建筑，有效展示南阳

古城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建筑时代特色，重现

古城文化风韵。二要开展公房回收工作。

可借鉴北京、洛阳、开封的做法，对古城内一

定数量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文物建筑，开展

文物腾退和修缮保护利用工作。三是开展

古城人口疏解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科学制定老城人口疏解方案，确保既留下城

市的人，也留住城市的魂，真正使历史文化

名城活起来、亮起来。四是要开展坑塘水系

修复工作。

（五）强化保护，展现名都风范。一要加

强队伍建设。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

干意见》的有关要求，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建

设，增强文物保护力量。二要落实专项保护

经费。建议市、区政府要建立常态化文物保

护专项经费保障机制，按照每年不少于 0.1％
的财政收入用于文物专项保护。三是要加

强名都标志性文物古迹修复保护。要按照

要求，建立保护制度，完善保护规划，严格规

划实施，加大保护投入，加强监督管理，以展

示辉煌历史，延续古城文脉，展现名都风范。

（六）培育龙头，完善投资体系。一要

优化投资运营模式。要优化投资建设运营

模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招商建设运营

单位深度对接洽谈，建立投融资建设运营

一体化融资模式，保障征收资金及时足额

到位。二要培育龙头企业集团。整合文化

旅游资源，实现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经营

权、管理权“三权”分离。坚持以市场为中

心，以资本和品牌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

重组等方式，组建文化旅游龙头集团，统一

经营文化旅游资产。三要引进战略合作伙

伴。建议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立足于招

大引强，招才引智，把古城文化旅游产业招

商与工业招商摆上同样重要的位置。鼓励

投资者采用 PPP等多种融资方式，加快形成

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

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

（七）注重创新，助推文旅融合。古城保

护和利用是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有机

结合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古城文化资源的研

学文创，活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活态

旅游产品，为文化添翼，为旅游助力，有效推

动古城文旅融合快速发展。一要完善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二要提高文化旅游开发水

平，三要打造非遗文化创意产品展示区和南

阳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四要强化宣传造

势。②11

南阳古城保护和利用是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一项重大工程。市政协通过广泛调研，

深入考察，充分座谈，听取意见，最终形成调

研报告，取得了六个方面的成果。

（一）认清古城保护和利用的价值。从

城市形态上讲，具有唯一性。清代的南阳

梅花古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独树一帜，

是我国现存近千座古城中形制最独特的一

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考古

价值。南阳在西汉时是全国五大都会之

一，是两汉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东汉时与

京城洛阳并列为全国两大中心城市，经济

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古城保护和利用价

值巨大。

（二）认识古城保护和利用的意义。一

是改善人居环境。古城保护和利用将进一

步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古城人居环境。

二是完善城市功能。古城保护和利用将转

变古城功能结构，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三

是激发城市活力。做好南阳古城的保护和

利用，有利于促进历史文物、古建筑、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和保存，让更多人感受古城的

璀璨历史和文化魅力。

（三）把好古城保护和利用的原则。重

点是要围绕“三个最大”（最大限度保护、最

大限度复原、最大限度利用），实现“三个高

度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高度融合、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高度融合、人文资源和生

态资源高度融合）。

（四）明晰古城保护和利用的定位。总

体定位是以梅花古城为底版、以汉文化为底

色、以明清风格为主调，把其打造成为地域

特色鲜明、历史文化厚重、古新优势兼具、宜

业宜居宜游的豫西南文化明珠。主题定位

是一座永不凋零的梅花古城。形象定位是

汉风楚韵、千年古城。

（五）确立古城保护和利用的方略。要

聚焦科学化保护、特色化发展和精细化管

理，最终彰显古城风貌、文化风韵和明都风

范。

（六）明确古城保护和利用的重点。南

阳古城的保护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

层次是核心建设区，护城河、护城墙以内面

积 1.2平方公里的区域；第二个层次是保护

区，其范围为南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第

三个层次是南阳古城的控制区，即清代梅花

城的范围；第四个层次是南阳古城的研究

区，也就是汉宛城的范围。我们要按照这四

个层级对古宛城进行保护和利用，重点是在

核心区打造“一城两府三环线四门七馆十大

院”建设目标。重点做好清代梅花城规划控

制工作，做好国保南阳府衙和省保王府山提

升修复工作；全力打造民主街—解放路—联

合街—人民路旅游环线、东西南北马道围绕

城墙贯通环线、护城河生态修复环线；持续

推进南城门（淯阳门）、东城门（延曦门）、北

城门（博望门）、西城门（永安门）复建工作；

倾力打造王莽造币博物馆、县文庙儒学博物

馆、镇台衙门博物馆、察院廉政文化博物馆、

张嘉谋故居博物馆、董作宾故居博物馆、孙

家楼红色革命博物馆；主要围绕古城内现存

的十大坑塘做文章，通过规划征迁改造，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院落。

古城的保护和利用对南阳大城市建设

来讲，非常重要。六个方面的成果是我们对

古城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建议，有了这个指导

思想，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展高层次规划、

高质量建设、高品位管理，也就为古城的保

护和利用定了基本的要求。②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