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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动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和活化利用，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历史文
化活化利用多元模式，彰显各具特色的地
域风格。广州市被列为全国历史建筑保护
利用试点城市，永庆坊以“绣花”功夫进行
微改造，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
参与、 互利共赢” 的微改造模式， 通过
BOT 形式吸引了大量文化创意等机构入
驻 ，2019 年 1 月全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现场交流会在广州召开，为全国提供了广
东经验。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为多功能活化利用开通了绿色通道；《广
州市促进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法》进
一步放宽了鼓励业态范围。作为广州市近
代民族资本工业建筑代表，广州诚志堂货
仓旧址具有约百年的历史 ，2014 年被确
定为广州市历史建筑 ，2018 年列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项
目， 通过活化利用成为别具特色的幼儿
园，填补了当地社区幼儿教育配套设施的
短缺，提供幼儿学位 400 个，解决就业岗
位 60 个， 同时提高周边居住社区的市场
吸引力。 此外，诚志堂货仓旧址的修缮改
造也改善了建筑本体的生存状态和历史
风貌，带动珠江后航道 630 米沿江绿道品

质提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扬空间特色
之长，补社区公共服务之短，为历史建筑
活化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为加大资金筹措保障， 中山市已于
2019 年出台 《中山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
化区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细化了历史
建筑修缮和历史保护区更新项目的补助
比例和申请程序；2020 年出台《中山市城
市更新管理办法》明确 ,城市更新(“三旧”
改造 ） 土地出让收益市级留成部分的
100%、 镇街留成部分不少于 30%比例，须
用于历史文化遗存和老旧小区等项目建
设，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提
供资金保障。 中山市以中国历史文化街
区———孙文西路的改造升级带动周边地
区城市更新，重现历史风貌，实现经济和
社会效益双赢。

汕头市以开埠小公园为中心，连续多
年投入财力修复连片“骑楼”街区，积极开
展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挂牌保护工作及片
区内历史建筑的 3D 测绘工作，使之成为
承载历史底蕴的城市名片。 同时，建立和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相关机制，统筹协调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 以地方性法规、地
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制定相

关保护管理办法并实施， 明确保护目标、
保护对象、保护范围、保护利用和建设控
制具体要求、 各保护主体的权利责任、奖
惩措施等。

东莞市探索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历史
建筑保护，开展了东莞市历史建筑数字化
保护项目，利用航空摄影测量、序列图像
建模、多源数据整合等新技术，快速获取
历史建筑基础空间数据和历史文化信息
数据，为东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
构建了完整的数字档案。

潮州市探索历史城区整体格局保护
利用的新机制、新方法，从“古城保护”转向
“古城保育活化”， 将古城文化品牌打造作
为古城保育活化的核心工作，2018 年通过
向社会发出“百家修百祠”的倡议，以社区
或宗族为单位，动员社会力量修复古城内
的老祠堂，系统推进博物馆之城，有效保留
和传承了历史文脉；珠海市开展“珠海改革
开放历史性建筑”的评选，通过史料梳理、
线索征集、调查论证、专家咨询等工作，先
后公布了两批共 36 处改革开放历史性建
筑，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在改革开
放进程中产生的建（构）筑物，留存珠海经
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佛山市推动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成功打造了特色
文化旅游休闲消费中心，按照“一村一品”
推进古村落活化；梅州市在财力有限的情
况下，分期分批改造凌风东西路历史文化
街区，街区风貌得到有效提升。

据了解，为宣传我省历史文化名城、
街区及历史建筑资源特色，展示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活化及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成
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广东历
史建筑数据采集与示范平台上线仪式暨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宣讲培训活动，开
展以“赓续文脉 守护历史根与魂”为主题
的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展，组织
编制《岭南经典历史建筑图集》旨在对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建筑等历
史资源进行宣传保护。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加快修订法律法规，设立省
级历史文化保护补助资金，为工作开展提
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加强专题培训和论
坛讲座，帮助提高各地业务水平，强化历
史文化保护责任意识； 开展试点示范，推
动各地政策制度创新，打造岭南特色精品
项目， 进一步延续城乡历史文化脉络，推
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亮点纷呈 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D

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广东红色建筑精览电子地图，精选收录了
覆盖广东省 21 个地市、具有代表性的 100
个红色建筑信息，集图文、视频、VR 全景
于一体多样式展现， 并具有多种检索功
能，为助力推广广东红色历史建筑，探寻
红色印记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化渠道。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进一步提高历史文化保护数字
化、信息化管理水平，为全省各地市提供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
筑等 30 多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信息实时查
询、统计、上报功能；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
资源活化利用，满足公众、专业研究人员
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广东省城乡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保护利用信息系统已
完成立项，将建立包括“一标，三库，四平
台”在内的全要素信息系统，其中，“一标”
即历史文化资源数据采集标准，“三库”包
括标本库、基因库、素材库，“四平台”指的
是业务管理平台、 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公
共服务平台、基础支撑平台。 该系统呈现
出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艺术

价值， 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助
力提升广东文化竞争软实力，开创广东历
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为进一步挖掘和活化利用红色文化
资源， 近年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结合南粤古驿道、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
基地、 历史文化游径等工作， 会同省直
有关部门深入挖掘沿线历史文化资源 ，
积极推进历史建筑活化利用； 同时指导
梅州、 汕头等市将红色建筑作为普查认
定的重要方向， 对南粤古驿道、 “中央
红色秘密交通线” 沿线周边的资源进行
系统调查和梳理， 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信
息， 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纳
入保护范围， 争取实现 “应保尽保”， 为
红色文化传承和特色文化保存基底、 打
造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2018 年， 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与在华南地区传
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其旧居
的发掘与活化工作， 杨匏安旧居现已成
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该项目已成为
全国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汕头市中山纪念亭

佛山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墙面精致的浮雕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汕头市海平路 97 号中央红色交通站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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