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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护的
不止传统村落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李恕佳

6 月 12 日，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考古
项目负责人陈伟领着一群孩子，在正定
古城的清风中，走向广惠寺。这一天，
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映
耀百年征程”。

正定城，“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
座金牌坊”，10处国保中佛教文物占据一
半。“城外兵戈铁马，城内香火缭绕，九朝
一脉、从无断代，这种独特的交融，深入文
化因子之中。”曾有文化学者如此评说。

自南城门进入，沿燕赵大街北行，
仿佛走进历史烽烟深处。天宁寺凌霄
塔、开元寺须弥塔、临济寺澄灵塔、广惠
寺华塔，掩映在苍翠葱茏之中，而距离
南城门最近的广惠寺和那座华塔，显得
分外不同，透着另一种生命韵味。

广惠寺，始建于唐贞元年间，正定
八大寺之一。寺内华塔，高 33.35米，是
中国砖塔中造型最为特异、装饰最为富
丽的塔。主塔底层四隅各附建一座扁
六角形亭状小塔，小塔环抱主塔，高低
错落，精巧华丽，壮观秀逸。这种形制
使塔底部显得大且厚实，神似火箭发射
台。而从高空俯视，则宛若巨形花束。

“中国古代‘华’通‘花’。梁思成先
生称之为‘海内孤例’。乾隆帝曾数次临
塔观景，题额作诗。正定文物古迹众多，
但仅有华塔与大佛寺是 1961 年的首批
国保，足见其非凡……”旁征博引的讲
解，引导沉浸在惊叹之中的孩子们来到
塔院西北角的赵生明烈士纪念碑前，讲
述了华塔几十年前的一段沧桑往事——

1947年8月，二次解放正定之际，敌
军头目赵子云率还乡团残部溃入广惠
寺，凭借华塔为制高点负隅顽抗。陕北
人赵生明，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四纵十旅
二十九团副团长，作为现场最高指挥
员，他命令战士们不用炮轰，而是以轻
武器来进攻，尽量保护这一珍贵文物。
是役，赵生明在敌人猛烈炮火中，不幸
中弹牺牲。正定人将赵生明牺牲的南
门里改名为“生明街”。口口相传，又叫
成“生民街”……

“烈士碧血兮，洒我斯土。抔抔黄土
兮，埋汝忠骨。壮士一去兮，恸我斯民。

烈烈斯民兮，慰汝忠魂。”烈士碑上的诗
文，令孩子们动容。砖石无言凝碧血，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繁荣富庶皆因
有人负重前行、默默担当。崇拜英雄、敬
畏文化的种子，当在今天为孩子们种下。

向古城深处走去。沐浴着朝阳，穿
过婆娑树荫，分明能够在这些目之所见
的有形文物之外，更感受到形而上的情
怀、气度和信仰。

在正定博物馆，考古专家带领孩子
们观看了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动漫宣传
片，进行了生动有趣的现场互动。还引
导参观了许多实物展示，特别是正定周
边窑场出产的典型北方瓷，以及经贸交
流传来的南方瓷，不但制作精美，且为
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实物资料。

移步换景，仿佛穿越时空。
很快，开元寺南遗址就出现在前

方。当稚嫩的双脚踩在七朝不断带的文
化层上时，那泥土和历史的味道扑面而
来，孩子们欢快地叫起来：“哇！你看，这
是唐代、这是北宋、这是明代……”

一眼千年，古城如画。正定开元寺
南遗址考古发掘已持续六年多。作为正
定古城中轴线南部的重要遗址，其折射

出正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文化传
统。作为我省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城市
考古发掘项目，该遗址发掘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不仅发现了唐、五代、北宋、
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连续的文化
层叠压，且发现遗迹现象280余处，出土
文物 6700 余件……一幅千余年前正定
古城居民的市井生活图卷，一座承载着
军事、商贸、老百姓安居乐业梦想的“北
方雄镇”，日渐清晰地露出真颜。

对于孩子们来说，走进考古现场，
最兴奋的莫过于亲手体验考古过程。
遗址之上，孩子们跟随考古工作者学习
传统瓦当的古法制作，并在指导下拿着
探铲感受田野考古的魅力，进行古城墙
夯窝发掘体验。而最为神奇的莫过于

“土样浮选”项目。这是一项正在进行
的科技考古，由河北师范大学李冰老师
和兰州大学李若博士开展。

“古人吃什么？种植哪些植物？古
人生活环境与场景是什么样子？今天
我们能够复原吗？当现代科技遇上考
古，会产生怎样的奇妙之旅？”李冰告诉
孩子们，遗址中会发现很多植物，已变
成不易腐烂的碳化物质，可长期保存在
古代文化堆积中，但是发现和获取都很

难。浮选法，便是考古学家根据碳化物
质特性而设计，通过特殊的浮选仪器，
利用水、土壤与碳化物质在密度上的差
异来提取遗存。

采集土壤样品、记录样品信息、水
洗土样、收集拣选遗存、阴干样品、室内
筛分、挑选与鉴定……在考古专家的讲
解指导下，孩子们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
回科技考古，还获颁考古证书、赠送考
古盲盒伴手礼，合影留念。

“从孩子们开始，开启红色考古之
旅的公众考古活动，带领他们用眼睛、
用双手、用心，慢慢去了解历史、敬畏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热爱脚下的这一方
土地。”陈伟说，作为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考古项目负责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正定
人，他深感责任重大。

一砖一瓦筑风骨，一草一木总关
情。据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公众考古系列主题活
动在正定拉开帷幕后，还将以开元寺南
遗址为基地，创新形式，拓展渠道，面向
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系列考古研学进
校园活动。通过逐步推进，完成以学生
为主体，进而带动大众参与的公众考古
活动整体布局。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2021 年高考
已经结束，阅卷工作正在进行。6月15日，
记者从我省高考阅卷点了解到，各科试卷
主客观题都在紧锣密鼓评阅中。

258万余份答卷都有编码

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继续实行网
上阅卷，共需评阅考生答卷 258 万余份。
新高考为阅卷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阅卷数
量明显增多，较去年增加近 72 万份试卷。
因此，参加阅卷的工作人员也明显增多。

省国家教育考试数据处理中心主要承
担客观题的阅卷工作，同时还负责答题卡
的收发、保管、扫描，阅卷数据的处理、校验
以及成绩合成等工作。

考生的答题卡先在这里进行扫描、信
息入库。扫描之后，按照学科不同的要求
做切割，给每个考生的试卷进行特殊处理，
形成专有的编码，每个“编码”与考生一一
对应。但是阅卷老师看不到考生的任何身
份信息，经过特殊处理后的答卷无人可以
调换、更改，确保阅卷工作的公平公正。

严把质量，近2500位阅卷
教师全封闭阅卷

今年，全省共遴选符合资质的主观题
阅卷教师近 2500 人，对于分值较大、主观
性强的作文、论述、计算解答、实验等题型
的评阅，要求阅卷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教
研经验。为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我
省阅卷教师继续全封闭工作，从住地到阅
卷现场，两点一线。

高考阅卷采用基于“三评+终评”的多
人评价机制，阅卷系统将分割好并隐去所
有个人信息的考生答题图片随机分发给两
个阅卷教师，阅卷教师各自根据评分标准
对答题给出分数。

当两位阅卷教师对同一考生同一题目所给的分数在规定差值
内时，计算机自动取两人的平均分作为这道题的最终得分。如果
超出规定差值，阅卷系统自动将该题随机分发给第三位阅卷教师
进行三评，系统对第三位阅卷教师所给分数与前两位阅卷教师进
行比较，取规定差值内的两个分数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如都大于
规定差值，系统将该题自动发给学科阅卷领导小组裁定，由学科组
长组织阅卷专家给出最终分数。

为规避“保险分”以及高分低打、低分高打的现象，阅卷系统还
将阅卷教师评过的试卷，按一定比例返给阅卷教师重新评阅，监控
教师阅卷的前后一致性。并发挥网上阅卷软件的相关功能，利用
多种技术手段，检查各学科及各阅卷教师对评分标准、细则及宽严
尺度的掌握情况，确保阅卷质量。如果发现阅卷教师出现阅卷质
量不高的情况，会及时约谈提醒，不能调整改进的，将无法再参与
阅卷。

目前，我省各学科阅卷工作正在进行中，所有科目阅卷完成
后，还要经过成绩校验、赋分转换、成绩合成汇总等多个环节，预计
考生可在6月25日左右获知高考成绩。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公众考古系列主题活动在正定拉开帷幕

让考古更好地走近大众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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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谈，这个藏在太行山深处的小
山村，历经 600 多年岁月洗礼，宛若太
行山区一幅古韵悠远的立体画。

“山高谷深石桥多，地处陡峭窑洞
多，依山而建石楼多，背山面水山泉
多。”初夏时节，年逾古稀的老支书路
召洋领着记者通过东寨门进村，古朴
的山巷和灵秀的山色交相辉映，石城
墙、石城门、石房子等建筑随处可见，

“这么多明清古建之所以保存完好，是
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保护第一。”

英谈村隶属邢台市信都区路罗
镇，常住人口仅300多人。沿着石板路
一步步前行，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看
得见历史的烟尘，听得见历史的回声。

路召洋对英谈村的历史文化了然
于心：“外看三层楼，进院没有楼，来回
之字路，回望还是楼。”因山谷空间狭小，
房屋多拔高地基、盘山而建，随坡就势，
高低错落。沿石阶步步登高，不用楼梯
就可以逐层进入各家宅院。远远望去，
整个村子宛若一座精巧紧凑的城堡。

英谈村有一姓三支四堂之说，村民
主要姓路，属于一个家族，祖辈经商致
富后分为三支，传承为德和堂、中和堂、
汝霖堂、贵和堂。英谈村的建筑装饰十
分讲究，有的窗户为圆形，名曰“元宝
窗”；有的窗户上圆下方，名曰“天地合
一”。窗棂图案千变万化，波浪形、菱
形、梅花形，不一而足，上面雕刻着精美
的鸟兽虫鱼等，至今仍栩栩如生。

1940 年底，英谈村党员路风翠带
领村里的青壮年，靠人背、马驮把冀南
银行印钞厂全部设备秘密转移到本
村。1941 年 3 月，印钞厂开始印钞，在
之后两年多的岁月中，在发展根据地
经济、保证军需民用方面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当年不到 200 人的英谈
村，先后有近40人参加了八路军。

2007 年，英谈村被授予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一时间声名鹊起，游客纷至
沓来。

什么是历史文化名村？怎样保护
历史文化名村？这一课题摆在村党支
部面前。

英谈村党支部书记路志勇坦言，
对于村子的保护和开发，他们走过一
些弯路。一个现实问题是，作为这些
古民居实际使用者的村民，倘若没意

识到世代所居之地的历史和文化价
值，就不会倍加珍惜，甚至为改善居住
环境而拆掉石头房建起水泥砖房、为
出行方便而拆掉石板路改铺水泥路，
私搭乱建等情况也一度屡见不鲜。

面对种种问题，2008年，英谈村成
立了“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小组，制定
了“英谈古寨保护公约”，明确“建筑风
格要一致”“修建要事先审批”“设计要
事先审核”等要求。

2013 年，村民赵双芬为方便农家
院经营，准备建两个侧房。“用红砖、水
泥，算下来七八千元就够了。但村里
不允许，最后按要求建成石头房，花了
近两万元。”赵双芬说，当时心里想不
通，然而日子一长就明白了，“游客来
旅游就是奔着老石头房子来的，水泥
砖建起的房屋反而没有这样的价值。”
此外，农家院起初采用了不锈钢护栏，
后来也改成了木制。水流潺潺，花香
扑鼻，赵双芬的农家院颇受游客欢迎，
每年能挣五六万元。

英谈村曾有一段石板路改成水泥
路，在多方建议下，又改回了石板路。
街心位置建有一座水泥砖房，大部分外
墙贴上了石板，下方特意露出一段水泥
墙面，提醒村民再不要重蹈覆辙。“从抵
触、随从、认同到自觉，现在村民都已承
担起保护村落的责任。”路召洋记得，十
多年前，一些村民为给孩子建婚房等原
因，申请拆旧建新。原邢台县的一位领

导闻讯住在了村子里，几次给村民
开会劝说，“不能砸了自己的金饭
碗啊！”村里组织村民代表到外地
参观学习，唤醒村民自觉保护
意识。

路志勇举了一个例子：有村
民将石房子租给一家企业准备改
建民宿，孰料他们把房子原有的
老门窗全拆了，换成了现代门窗，
村里发现后及时予以制止。“现在，翻
修房子、厕所改造都按照老工艺进行，
村外新建房屋外墙都与古村风貌保持
一致，村内河道修缮用石材，村里街道
也用石板重新铺砌。”他说。

在专家指导下，本着修旧如旧的
原则对历史建筑进行维修，对不协调
建筑进行整治和拆除，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穿村而过的河道被清理干净，
小桥流水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线；摆
放在路旁的石槽，种上花草别有一番
味道；石碾、石臼、石磨收拾出来，成为
游客体验山村生活的项目……

英谈村还特别注重环境卫生整
治。2013年以前，一处被村民称为“杨
树坑”的地方建有不少旱厕、猪圈、鸡窝
等，党员干部带头拆，村民义务劳动，将
这里变成了景色宜人的“连心园”。

游客进村，土特产品成了争相购买
的“香饽饽”。74岁的李正菊老人擅长用
玉米皮编织小筐、葫芦等小工艺品。她
还摆摊销售自家地里产出的核桃、栗子

等山货，“旺季时，一天能卖两三百元。”
“英谈村分为前英谈、后英谈两个

自然村。我们决定在前英谈打造特色
文化商业和民宿，在古建核心区的后
英谈突出保护定位，在山场建设小型
采摘园等，适时开发山地旅游生态健
身路线，用互动和体验进行游客流量
拉动。”路志勇说，他们注册了“英谈古
寨”商标，计划推出一些文创产品等，
促进古建保护与旅游业发展有机结
合、协调并进。

古风古韵古村落 新颜新貌新活力
——邢台市信都区英谈村的“保护经”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王永晨

图为英谈村一处古建聚集区。

预计考生可在6月25日
左右获知高考成绩

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
短途游、周边游很是热门。
我身边的不少人，就去了太
行山沿线的古村落。他们
说，在那里看到了记忆中的
家乡，感受了浓浓的乡愁。

河北有许多传统村落，
沉淀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称为“中国北方
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日前，
河北日报刊发了《邢台市传
统村落保护条例》下月起正
式施行的消息——以地方性
法规的形式对传统村落进行
专 项 保 护 ，这 在 河 北 尚 属
首例。

不单单是邢台，还有石
家庄、邯郸等地，都在立足实
际，合理开发传统村落旅游
资源，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
形成“旅游+”产业体系，助力
乡村振兴和发展。

保 护 传 统 村 落 有 多 重
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注意
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记
得 住 乡 愁 ，留 得 住 绿 水 青
山。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
有 基 础 ，保 留 乡 村 特 色 风
貌。”不久前，国家乡村振兴
局再次要求，“保留乡村特色
风貌，不搞大拆大建”。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
方传统村落保护做得并不
好——有的一味拆了旧房建
新 村 ，结 果 让 新 农 村 有 了

“新”却丢了“村”；有的打着
开发的旗号，随意新建，破坏
了村落的古貌；有的“重旅游
开发、轻文化保护”，让传统
村落遭受“旅游性开发破坏”
的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北
越来越多的地方不断加大保
护力度，合理开发利用传统
村落资源。这样的消息实在
让人感到高兴。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元年。对于传统村落
保护，应该从“乡村振兴”和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
重新加以审视。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指出，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加快乡
村发展，而是要更好发挥城
市没有的、独特的功能。在
他看来，乡村的主要功能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保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二
是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
品，三是传承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一个地域的优秀传统
文化。

我理解，让乡村发挥好
这些独特功能，关键是要明
确一个认识——乡村振兴，
振兴的是乡村，必须保护好
一个个“乡村元素”，比如传
统村落，比如耕地牧草，比如
树木溪流……希望在河北日
报报网端微的报道里，能越
来越多地看到这样的消息。

图为英谈村早年改建的一处水泥
砖房，大部分外墙贴上石板,最大程度
与周边建筑风格保持一致，特意留下
一段水泥墙面警醒村民。
本稿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