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如
何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等
信息技术开发综合应用平台， 探索历史
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管理利用的
新模式？ 广东省以数字赋能， 加快探索
符合国家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战略要求，

建立分类科学 、 保护有力 、 管理有效 、
利用和展示现代化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

据了解， 广东省率先建立省级历史
建筑数字化信息采集及公众展示平台 。
2018 年开始，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着手搭建广东省历史建筑数据采集及示
范平台， 采取三维倾斜影像、 空中全景
影像、 地面全景影像、 室内 VR 全景影
像、 无人机航拍影像、 地理信息技术等
多种手段， 对全省 3000 多处历史建筑完
整收集和展示建筑相关信息， 并通过互

联网及手机终端展示系统， 积极开发语
音视频展示、 拍照上传、 三维 VR 展示、
实景导航、 点赞评价等互动和导览功能，
进一步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共享。

2021 年，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 会同有关单位制作了

数字赋能 搭建省历史建筑数据采集及示范平台C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多措并举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一直以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 高位
推动， 保障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序
开展 。 2020 年底 ， 结合省委 、 省政府
“大学习、 深调研、 真落实” 工作安排，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赴韶关 、
汕头、 潮州等市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工作
调研 ， 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 2021 年 ，
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的意见》 要求，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组织对全省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进行
系统调研评估， 梳理对各地历史文化保
护组织机构保障、 政策制度保障、 资金
投入保障、 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项目建
设等方面情况； 先后到汕头、 潮州、 清
远 、 佛山 、 东莞 、 肇庆 、 惠州 、 梅州 、
中山、 河源、 揭阳、 汕尾、 云浮等市实
地调研或召开座谈会、 视频会线上线下
协同推进历史文化保护相关工作。

近年来， 广东省逐步健全法规政策，
强化组织管理机构， 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2012 年
广东省颁布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对

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出台专
章规定； 2014 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
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 2018
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台 《广东
省传统建筑保护修复工程综合定额 （试
行） 2018》， 2020 年出台 《广东省历史建
筑数字化技术规范》 《广东省历史建筑
数字化成果标准 》， 先后组织研究编制
“一汇编、 二指引、 三标准”， “一汇编”
是指 2021 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
织印发 《广东省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资料
汇编》； “二指引” 包括 《广东省历史建
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
（试行）》 和 《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标志牌制作要求及挂牌指引 （试行 ）》，
为提升城市风貌， 设计历史文化街区标
识并统一标志牌样式提供指引； “三标
准” 是指 《广东省历史建筑安全排查及
评估技术标准》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
统风貌建筑评价标准》 《广东省历史建
筑修缮与加固技术标准 》 等省级标准 ，
逐渐形成法规政策保障体系， 逐步建立
完善的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政策规定及技
术规范， 同时谋划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省级立法工作。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的意见》 印发， 广东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即将进入新的阶段。 据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人介绍 ，
广东省将按照国家部署制定广东省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 建成完善的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名录， 绘成全
省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落实保护对象
主管部门、 保护范围和管控要求； 同时
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信息化建设，
搭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信息化管理
平台， 实现我省历史文化资源的全要素
展示； 也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配
套以及财政保障。

高位推动
保障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序开展A

广东建设报广东建设报

２０21年12月1日 星期三02

编辑/朱启同
美编/杨榆洁
校对/邓新灵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赓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续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 传承地， 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发祥地、 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 地域特色鲜明。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
国家工作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多措并举推进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指导各地市因地制宜探索具有地域特色
的历史文化保护模式， 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民记住乡愁。

据统计， 截至 2021 年 11 月， 广东省拥有广州 、 佛山 、 梅
州、 潮州、 肇庆、 雷州、 中山、 惠州 8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5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5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 片中国历史文
化街区 （中山市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 以及 15 座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 19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56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104
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各地确定公布了 3856 处历史建筑。

2021 年，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组织对佛山、 潮州、 惠州、 高州、 雷州、
肇庆名城保护规划， 珠海市斗门、 中山
市黄圃名镇保护规划及肇庆市扶溪村 、
槎塘村名村保护规划进行技术审查并提
出审查意见， 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对佛
山、 潮州、 惠州名城保护规划进行省级
专家评审， 将佛山、 潮州名城保护规划
提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查。

同时， 逐步建立完善的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政策规定及技术规范 。 2021 年 3

月，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规
划期限至 2035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 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修编） 工作的
函 》， 推动各地开展新一轮 （规划期限
到 2035 年 ）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
区保护规划编制 （修编 ） 工作 ； 制定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
护规划编制成果报审 （报批、 报备） 要
求》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
区保护规划 GIS 数据库成果要求》 《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审批
流程示意图》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编制审批流程示意图 》， 规范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成果要求 ，
明确保护规划编制审批流程； 制定 《广
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街区保护
规划技术审查规程 （试行）》， 强化保护
规划技术审查力度， 提高保护规划技术
审查质量。

此外，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邀
请省内专业研究院所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 为各市搭建技术帮扶平台； 建立城
市规划与设计、 建筑设计、 古建筑加固
与修缮、 市政景观园林、 信息化及遥感
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省历史文化保护专家
库， 参与政策咨询、 标准制定、 科研评
审、 调研指导、 监督检查等工作， 为相
关地市提供历史建筑测绘技术咨询与指
导； 依托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历史
文化保护利用专业委员会， 统筹专家力
量 ， 为我省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献言献
策。

科学指导 全面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和认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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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组实地察看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西堤历史文化街区

潮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评审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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