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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经过程，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表现为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转移和第一产业人口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结构变化；另一方

面表现为城市文明的扩展和城乡文化的融合。因此，城镇化是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融

合协同发展的过程。

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资料 2

2013年 6 月，一篇题为《葛村该图还是该拆？文物保护部门为何总不敢发言？》的报

道被各大媒体转载，千年古村葛村的去留问题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葛村是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千年古村落，也是江苏为数不多的古村落之一。在当地政府规

划中，葛村要被改造成为拥有高楼大厦的“现代古典家园”。而葛村的百姓却并不领情，他

们喜欢“麒麟送子”“福禄寿三星”及“灵芝如意”的砖石雕刻，喜欢古井、老宅，喜欢这

些古文物浸染的文化。他们认为，当地政府所谓的“保护性拆迁”，破坏了古村的结构和肌

理，即使有的文物保住了，古村落也消亡了。“拆掉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再建的，我们只想

给子孙后代留一点祖宗的东西。”他们呼吁：保护古老而文明的家园，给葛村留下“根和魂”，

给全国的古村落留下“根和魂”！

拆迁部门认为，保护古村落是很重要，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很重要，葛村的文化价

值到底大没大到需要停止原先定下的发展计划或者修正拆迁方案的地步，这是当前应该仔细

考虑的。“我们只想给子孙后代留一点祖宗的东西”，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为保

住一个古村落而牺牲未来的发展，让古村成为发展路上的一颗“钉子”。

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为了发展，城镇化是必由之

路。2013年 12月，中央城镇化会议报告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

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一旦城镇化进程与古镇、古村落保护相碰撞，则

又会生出很多无奈。

资料 3

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古村落的价值和地位尤为突出。

但在国人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经济时，传统的古村落生态文化渐渐被蚕食，大多数古村落

就如行将就木的老者，浙渐远去。

在全国 230万村庄中，保存较好的古村落数目锐减，现在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座古村落

在消失。对古村的未来，我国著名民间艺术工作者冯骥才很悲观，“现在城市的悲刷正在向

农村转移，打着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大批的房地产商把城市土地开发完了后，

正在转向农村，因为农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波，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千姿万态的中国村

落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

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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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没人去发现，去关注，很难谈得上保护。但是，那些受

到“重视”的古村落往往因独具特色多数已成为旅游开发的“摇钱树”。我们看到一些古村

落大张旗鼓发展旅游业，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似乎已成为各地采用的

普遍办法。

当古村落成为景区后，停车场、餐饮设施、宾馆和道路交通建设为游客提供了方便，但

也对当地独有的儒雅和幽静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果为了旅游开发而对古村落进行保护，

难免使其遭受外界的纷扰甚至超负荷运转带来的破坏，从而也就失去了保护的原真意义。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古城的命运也令人担忧。在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决策者把文化遗产当成旅游经济开发区，有的政府至提出“把风景的名山变成经济的名山”，

这种错误的观念引发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开发，导致一些文化遗产面临游客超载、错位开发的

严重威胁。“人满为患”使文化“商业化”“大工化”和“城镇化”，严重伤害文化遗产的原

生环境。

资料 4

改革开放以来，在如火如荼的“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出

现了“建设性破坏”现象。城市发展越快，新城市建设的力度越大，对文化遗产的冲击越大。

比如南方的浙江嘉兴和北方的山东德州，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和建设中，城市里面的历史街区

板块（德州除去一个文化性的遗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

名的文化名城，基本上连历史建筑都没有了。

城市发展中最容易受伤害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文化资源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水平不高、

保护后使用不当等因素致使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迅速流失、传承悠远的历史文脉被粗暴

割裂、千姿百态的城市个性逐渐消遁。据 2012年首次开展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大

检查显示，全国 110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13个名城已无历史文化街区，18个名城仅

剩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面目全非，与历史文化街区的标准相差

甚远。少量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古旧建筑，落寞伫立，情势堪怜。

资料 5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缺乏特色、千城一面的弊端，

以至于有人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论哪个城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

所有文化旧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造起来的楼盘，基本上都是

一个样，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说：“有的城市整条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成片的历

史民居变成了高楼大厦。片面求洋、求变、求大的心态，使一些历史名城风貌荡然无存，导

致‘千城一面’”。他拿出 4张照片说：“没人知道这些城市叫什么名字。”4张照片是 4座不

同城市的街景，照片上，都是高楼大厦和宽大的马路，景致几乎一模一样。中国城市科学研

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秘书长张富春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突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

和西方文化对名城保护产生的不和谐因素。他说，各地在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各个环节，

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或模仿的对象，把高楼大厦看作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中国传统

城市变得面目全非。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城市发展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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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发展城市的文化内涵。城镇都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

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也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城镇发展要有自己的个性，要突出多样性；一座城

市留给人影响最深的不仅有城市的容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文化。

资料 6

2014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指

导全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这份规划确立了城镇化的几个基本原则，强调新型城镇化要以人

为本，公平共享，要注重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并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根据不同地区的

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

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

式。

二、作答要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新型城镇化“要注重文化传承，彰显

特色”。结合材料，联系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思路清晰、语言流畅；（2）观点明确，具有说服力；（3）字数 600～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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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参考例文】

传承文化，彰显新型城镇化特色

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经阶段，它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一定程度上对文化造成了破

坏。一些古村落荡然无存，沦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一些古城镇被推土机折腾得面目全非，

甚至出现了跟风模仿、千镇一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文化为代价，既要保护文化，

注重文化传承，保留文化遗址，又要丰富文化内涵，彰显自然和文化特色。

鲜明的文化特色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能够彰显其独特的魅力，

是城镇化的灵魂。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做好文化保护工作，凸显城市特色。

新型城镇化要注重保护好文化。树立文化保护意识，保护文化的原生环境、文化结构、

传统机理，适度开发，避免过度商业化。浸孕着传统文化的古建筑、古村落是城镇化发展的

基础、民族文化的根基，不能因我们的疏忽而消亡，不能让过渡的开发破坏了文脉，也不能

允许“建设性破坏”毁了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要提升保护意识和水平，传承历史文化脉络。

当然也不能过度保护，要本着以旧整旧的原则，对传统建筑进行改造，以人为本；科学规划，

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光保护远远不够，新型城镇化要体现新、体现特色。这就需要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尊

重地域风貌，塑造自然和文化特色。草原上的蒙古包孕育了游牧文化；岭南的圆寨、围龙屋

等铸就了团结奋斗的客家文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无不彰显了本地的自然和文化特

色。如今，在一些城镇化建设中往往出现同质化倾向、毫无个性而言。我们要认识到每座城

市都是不同的，有着固有的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和发展条件，唯有充分挖掘本地自然特色，

尊重文化传统，才能形成既符合实际，又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发

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是布局合理、各具特色的；将是

尊重规律，顺应历史，富含文化底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