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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姚师傅回到了自己在台怀镇太平街的家里，开始收拾起家

当。农历新年刚过，包括姚师傅在内的山西台怀镇129户居民

准备搬家。这些居民的住宅都处于五台山的核心景区，为了

能让五台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这些住宅都被

列入拆迁计划之中。此前，五台山核心景区内的21家企业已

基本完成拆迁。而整个搬迁计划涉及居民共有五六千人。 借

着申遗的机会，佛教名山五台山将展开一场耗资5亿元的整治

工程，之后，东亚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将被

恢复。 申遗行动轰轰烈烈 如今走在台怀镇上，到处能看到申

报世界遗产的宣传横幅标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台山面临

申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今年1月，五台山的申报文本已经上

交世界遗产中心。8月世遗专家组将来五台山，进行全面评估

。2009年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投票表决，五台山能否申遗

成功在此一举。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五台山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崔正森曾公开表示：“一旦遗产项目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由于品位高，能带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特别是它的品牌效应和垄断经营，会对世界遗

产地发展旅游经济产生巨大动力。”与此同时，保存有东亚

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群也将伴着拆迁的完成恢复

原貌。 从1999年开始，五台山首次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4

年，成立了申遗专家组。次年，山西省主要负责人亲任五台

山申遗领导组组长，并曾先后两次到五台山进行专题调研。 



拆与建的“博弈” 有关历史资料表明，在五台山，拆与建的

斗争早已经持续了20多年。最终“建”占了上风。20多年下

来，一个佛教名山变成了“高山闹市”。 站在台怀镇街头，

目光所及之处是林立的饭店、宾馆、商铺及宽阔笔直的柏油

马路，路边拥挤的广告牌、电线杆。只有从楼房的缝隙中才

能瞥见寺庙的斗拱高塔。五台山核心景区台怀镇的问题被概

括为“闹市化、商业化、人工化、社会化”四大倾向。曾有

专家感叹“如果再不及时加以整治，几十年后，五台山就可

能变成‘五台市’了。” [政府眼中] 居民拆迁是五台山申遗

成败关键 昨天上午，姚师傅在已成废墟的旧房子处收拾着在

他看来还有价值的木头、砖块等物。20多年前的一个雨夜，

他原来住的危房倒塌，酿成一死一伤的惨剧。老伴在事故中

受伤残疾，至今生活不能自理。上一次房子倒塌后，在街坊

四邻的帮助下，姚师傅一家在现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盖起了

这三间砖房，已经住了快20年。 据《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居民

拆迁补偿(补助)安置办法》显示，本次拆迁涉及到的村庄是

杨林街、太平街、马道、钟楼街的129户居民、456人，拆迁

占地面积47345平方米，建筑面积32026平方米。 按照当地政

府的工作安排，此次拆迁工程必须在2月底完毕。昨天中午，

记者走在太平街上，随处能感受到这股拆迁的氛围。在街口

，一家干洗店的老板正在和几名工人把店里的机器和物品堆

放到一辆货车上。他在这里租了房子开店，因为拆迁，他将

另寻店址。 在当地政府的眼中，核心景区的拆迁工程直接关

系到申遗的成败，而居民的拆迁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从2

月9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开始，这场拆迁行动就开始了。在经

过四天的集中学习后，以风景名胜区的9位副书记、副区长为



首，各部门被划分为9个大组，每个大组又有若干小组，分片

承包被拆迁户。 即使是“风景区政府新闻中心” 这样负责新

闻报道的部门也不例外。 据新闻中心主任高峰毅介绍，新闻

中心被分到了两家三户，截至昨天中午，“已经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高峰毅说整个拆迁可以分为6个步骤：第一，向

被拆迁户介绍政策和背景；第二，签订安置意向书，同意评

估公司进入评估；第三，评估公司进入评估；第四，被拆迁

户与政府协商补偿条件；第五，签订正式的安置协议；第六

，完成拆迁。 昨天中午，杨林街的杨师傅家完成了评估。此

前一天，杨师傅和他的父亲刚刚签订了意向书。而他正是新

闻中心负责的其中一户。据高峰毅透露，目前已有50多户签

订了安置意向书。 [居民眼中] 虽然依依不舍但愿牺牲个人利

益 “依依不舍”的情绪蔓延在许多即将离开故土的台怀镇居

民心头。记者在太平街上遇到了一位宾馆老板娘，她祖祖辈

辈就住在这里，她说从感情上不愿离开，同时她也有些许担

心原本富裕的生活会因此受影响。 在这位老板娘的记忆中，

台怀镇20年前是个“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汽车靠返修

”的穷地方，但是据记者了解，现在这里的富裕程度在山西

省却名列前茅。 “靠山吃山”一语足以概括当地的经济形态

。记者在核心景区随便走一走，到处都是饭馆、旅馆和商店

。尤其是其标志性建筑大白塔周边店铺比肩、馆舍林立。污

水和垃圾触目可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气味道。 以这样

的环境去申遗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政府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综合整治计划。从2006年5月

到2010年年底，五台山将分两期对核心景区各单位、村庄及

五个台顶进行综合整治。 第一期从2006年10月起，以台怀镇



镇政府为首的核心景区内的单位陆续搬迁。如今，核心风景

区内还能看到这些建筑留下的痕迹。二期拆迁工作将从2008

年开始，到2010年底结束，主要涉及9个村庄、五六千常住人

口，整个工程将耗资5亿元。 从五台山核心景区沿清水河顺

流而下，15公里后就是新规划的旅游服务基地。这个基地沿

清水河两岸东起石咀村西北，西至南梁沟口，东西全长约7.7

公里，规划用地总面积6300亩，规划净用地面积5130亩，建

筑面积83万平方米。旅游服务基地按功能分为“一心三区”

，即游客接待中心、旅游服务接待区、移民商住区和管理服

务区。据高峰毅介绍，服务基地今年7月份可以搬进去。 在

这位不太愿搬迁的宾馆老板娘看来，即使她们搬过去，短时

间内旅游基地还成不了气候。有些地方比如杨柏峪村，那里

也有大量的酒店、宾馆，游客可以到那儿去，没有必要跑15

公里去服务基地。而现在一搬走，所有的收入就会没有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申遗还是件大事，个人利益牺牲一些也

是在所难免的。”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