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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83_95_E5_92_8C_E9_c57_614092.htm 关于保护和巩固和

谐社会根基的两个建议 2月21日，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

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任务。文件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

义；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

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本着节约原

则，充分立足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

，防止加重农民负担，扎实稳步地推进村庄治理。 长期从事

城市与国土及景观规划的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从1997年就

呼吁在城市化和城镇建设中应避免形式主义的“城市化妆”

行为，专门辑文呼吁“警惕暴发户意识下城市美化运动”。

在前不久的中国二十一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俞孔坚

提醒人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很可能被部分急于追求政绩

的乡镇干部简单理解为“宽马路，大洋房”，这可能给五千

年的中国乡村大地的生态和乡土遗产景观带来不可逆的“破

坏性建设”。 面对席卷而来的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高潮，俞孔坚提出“反规划”途径，提出了“逆”规划程

序，即在建设规划之前，必须首先规划一个覆盖整个国土的

“负”规划(不建设规划)，制定相应法规，保障国土生态安

全格局和遗产景观网络的完整性，维护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

功能和民间草根信仰体系，用以指导和框限城镇和村庄的建

设。出于这样的考虑和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俞孔坚不久前



起草了给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的两项建议，这两项建议近日

都已被批复给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应本报之约，俞孔坚

将其提供给本报发表。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

和谐社会的思想非常英明，必将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持续的

繁荣带来深刻影响。伟大的目标始于足下，始于最基本的土

地和人民。现特提以下两个建议： 1、保护和谐社会的根基

，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保护

规划的建议。 2、巩固和谐社会的根基，建立“大运河国家

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 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

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 二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和正在开展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和正在使中国古老的大地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千年来未曾有过，辉煌的成绩举世瞩目

。明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无比英明。 人与土

地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基，这种和谐关系体现在健康

安全的生态过程、秀美的自然环境、人对土地的精神寄托和

归属感。一个充满诗意与精神灵秀的土地是民间信仰和民族

认同的基础。 挑战 中国国土的以下两个特点使维护上述和谐

社会基础的任务异常艰巨： 第一，本来脆弱的土地生态面临

更严峻的挑战。巨量的人口，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土地和水

、林资源，几千年不断地开垦，使中国的土地生态异常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在中国历史上，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

乡民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城市化对土地的侵占又将

使这种人地关系矛盾进一步紧张。 第二，五千年的土地充满

精神含义，是草根信仰的载体。古老的中国土地上，由于世

代人的栖居、耕作，留存了丰富的乡土遗产景观，一条小溪



、一座家山、一片圣林、一汪水池，都是一家、一族、一村

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

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

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

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热爱国家首先源于热爱家乡的

土地，热爱家乡的土地是因为它有祖先和先贤的灵魂和精神

、能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长期的灾害经验，使中国广大乡

村保存了一些对保障土地生态安全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和

元素，如茂密的山林、蜿蜒的溪流等，它们也往往与当地的

信仰体系紧密结合。然而，在过去的城市化和新农村的建设

过程中，由于认识问题不足和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些

乡土生态和文化景观破坏严重。脆弱的中国大地生态景观和

不可或缺的乡土遗产景观再也经不起更多的破坏了。 所以，

在进行城市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开展新农村

建设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关照国土生态安全和维护乡土遗产

景观。前者从物质上保障人民的栖息和安宁，后者从精神上

保障人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两者皆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基础。 战略 战略之一：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在各个尺度

上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格局是指对维护生态过程的

健康和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空间位置和联系，包

括连续完整的山水格局、湿地系统、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

绿道体系，以及中国过去已经建立的防护林体系等等。它是

一个多层次的、连续完整的网络。包括宏观的国土生态安全

格局、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和城市及乡村的微观生态安全格

局。这些不同尺度上的生态安全格局，共同构成保障国土生

态安全和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 战略之二：建立乡土遗产景



观网络，保护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基础。 乡土遗产景观是指

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门保护的，对中国

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

意义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如古老的龙山圣林

，泉水溪流，古道驿站，祖先、前贤和爱国将士的陵墓遗迹

等等。它们应该得到系统完整的保护，形成连续、完整的景

观网络。成为人民教育后代和开展游憩的永久空间，并与未

来遍布全国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及游憩系统相结合。 措施 (1)

尽快由国务院领导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国土资源、建设、文

物、环保、林业、水利、宗教等部门，统筹“国土生态安全

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 (2)尽快组织编制“国土生

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保护规划。这项工作必须

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之前或至少同时进行，并优

先实施； (3)尽快组织制定《乡村景观保护法》以及《生态安

全格局保护法》，作为对文物保护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及风

景名胜区保护和管理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规等的补充

； (4)尽快成立组织机构和专家指导机构，制定工作导则，开

展相关规划和调研人员的培训工作，避免这项事关国土生态

安全和中华民族草根信仰基础的工作流于形式或不够细致。 

意义 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保护规划，事关

国土生态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它是对国家既有的、局部的

、国土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完善和提高，是系统化的工作

，事半而功倍。这虽非显赫工程，却事关每个乡村和平民，

润物无声，公德无量，泽及万代。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

生态廊道” 构建“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战略及其

意义 国土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认同，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构



建“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对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强

化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战略意义。 大运河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遗产廊，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 大运河上

下2500年，南北3500里，举世无双，它在中国各民族文化融

合、各种宗教信仰的共存、国家统一、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

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

的纽带。连续完整的大运河遗产廊道，是遗产保护、历史知

识普及、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教科书。 大运河是中国东部的

区域生态廊道，是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 大运河横

跨中国南北多个类型的气候区域，勾连长江、黄河等五大水

系，连接太湖、南四湖等东部最大的湿地群，是中国大地上

唯一的南北水系，其对东部区域的雨洪管理、旱涝调节、生

物迁徙、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净化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

略意义。 大运河是沿运城市稀缺的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生

态安全与居民休憩的战略性资源。 大运河途经中国东部人口

最密集、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过二十多

年的快速城市建设，沿运城市及周边的水网已经受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开放空间缺乏，与此同时，城市

居民对良好环境和休憩空间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大运河因此

将成为连接城市与区域生态网络、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建立

市民休憩空间的战略性资源。 构建“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

廊道”的紧迫性 经过我们的系统实地考察发现，这样一条对

国土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关键意义的遗产与生态廊

道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如不尽快统一规划、保护、管理

和建设，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 1、运河及沿线的许多

珍贵遗产正在消失和遭受破坏。古运河河道有的地段已被开



垦种地，有的已成为垃圾坑和排污沟，一些世界级的水工设

施已遭严重毁坏。 2、以运河为骨架的水系统和湿地系统正

面临恶化。千百年的人工和自然过程使大运河与区域水系统

形成了一个连续、完整、富有生命的生态景观网络。而在近

些年的城市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等过程

中，这个生态景观网络已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污染、截断、

河道硬化渠化、水系填埋、覆盖等等，如果不进行系统规划

和管理，大运河虽有形骸却无生命。 3、城市扩张和急功近

利的工程正在吞噬国家遗产。许多地方没有真正认识大运河

的生态与遗产价值，而是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开展各类破坏

性的工程建设，包括夹运房地产开发、粗制滥造假古董开发

旅游等等，严重损害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真实性，导致其生

态服务功能的丧失。 4、南水北调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这是

继京杭大运河开凿以来又一次对以运河为骨架和主体形成的

区域生态网络施加的人工干扰。这是对运河遗产廊道保护的

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历史性机会，如果明智地加以规划

利用，会有利于运河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系统的生态系

统修复和运河遗产保护，从而实现生态与遗产廊道的建立。

关键在于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管理，切勿单一目标导向。 措施

1、尽快由国务院领导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国土资源、建设、

文物、环保、林业、水利、宗教等部门，统筹“大运河国家

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设； 2、尽快组织专业队伍，系统研

究和编制“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 3、尽快组织制

定《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保护法》，或相关的管理条

例； 4、尽快成立专家指导机构，制定工作导则，开展相关

规划和调研人员的培训工作，避免使这项事关国土生态安全



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工作流于形式或不够细致。 1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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