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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体验”

“古村落开发旅游不能一哄而上和千人一面”

如何在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守住家园，
留住乡愁？这些年来，在古村落或传统村落保护
上，冯骥才的呼吁与行动非常重要。

冯骥才说，现已确定进入保护范畴的传统村
落为 4153个，是我国数千年文明史最重要的历
史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传统内涵，并保持着活
态的文化传承。从精神价值看，它是中华文化重
要的根基之一，是乡愁的载体。

然而，当这些风情各异、充满魅力的传统村
落被列入国家名录后，也会成为旅游对象。由于
村民们生活条件落后，渴望解脱贫困，旅游收益
来得最快。多种因素致使村落旅游势不可挡。
很多传统村落已把旅游当作唯一的脱贫致富之
路。于是，快速上马和粗鄙化的旅游开发，对传
统村落造成新的破坏性的冲击。

“文化旅游产业当然可以搞，但必须承担社
会责任，不能过分开发旅游。”冯骥才在多地的调
研中发现，这些传统村落存在很大问题，一些村
落的管理权已落入投资方手中；国家制定的各项
保护措施得不到有力执行。在经过模式化旅游
开发后，传统村落正出现雷同化、同质化、商品

化。原有的村落文化被肢解、异化和歪曲。新一
轮的破坏已出现，“古村落很脆弱，是一次性的，
一旦改坏了，没办法再改回去。搞古村落开发，
不能搞一哄而上，也不能搞千人一面”。

“留住乡愁，不仅是要留住村落原住民的乡
愁，还有作为古代农耕大国的、整个民族的乡
愁。”为此，他建议建立国家对传统村落开展旅游
的批准机制。申请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要对村
民进行传统村落的重要价值、保护内容与方法的
宣传和教育。“村民是村落的主人，只有村民主动
地保护好代代相传的遗产，文化传统才能得以存
续与传承。”

“凡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干部与管理人员
必须经过培训。学习和掌握国家相关部门制定
的保护规定。”他表示，监管工作也很重要，县一
级要建立对开展旅游的村落日常监管机制。村
落一级的工作是做好实地保护。国家相关部门
对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应制定专门针对旅游的
管理规定与监督制度。只有制度在先，并严格、
有序管理起来，才能保证传统村落传承下去，不
会丧失。

“教育应重视美育力”

“美育不是新话题，但长期以来不为我们的
教育所重视，以致曾有画家吴冠中先生那句‘美
盲多于文盲’的警示性的呼吁。”

冯骥才认为，由于长期忽视美的滋育，审美
品位的低俗是普遍的现实存在，以致影响我们对
较高品质的美的事物的感知力。比如中华民族
有着高度的审美境界与审美风范，可是如果我们
的审美能力有限，如何能真正感知与继承自己传
统的精髓？对于外来事物的美与丑也会缺乏鉴
别力。

冯骥才表示，美不仅是艺术美，人的语言举
止、道德人品，无不含有美的标准。美是一个人
乃至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为此，培养人们特别
是青少年认识美、鉴别美、欣赏美、感受美、崇尚

美乃至创造美的能力，不仅有助提高他们的审美
修养与气质，还能滋育他们追求美的理想、品格
与人生。

冯骥才认为，当下对美育的忽视，与工具
化的应试教育有关。他希望能在教育改革中
重视这一问题。应将美育列为教育的重要内
容。美育是个系统工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
教育与学科教育，更是素质、人格和心灵的教
育。

他说，美育教育的建立与计划应请相关各
方面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深入研究，制定方案，
使“弘扬真善美”得到切实的落实。“这项工作事
关全民素质、社会文明和下一代的精神幸福，希
望国家关切。”冯骥才说。

每年两会，大家喜欢称他为
“大冯”，他也是各路媒体“点击
率”很高的委员，因为他每年都会
发出有价值、有见解的声音。今
年3月，已经75岁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
名作家冯骥才也是如此。

“让孩子们亲近传统文化，最
好的学习方式是体验。”冯骥才
说，他今年带了三份提案，涉及对
青少年传统文化传承、古村落保
护以及教育应重视美育等问题。

冯骥才的身份很多，当代著
名作家、书画家、文化学者和社会
活动家。不过，多年来，他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
保护中。这些提案，都包含着艺
术家对社会的责任。

“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修养很重要。”
冯骥才表示，在社会急速转型、电子传播日新月
异、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和消费文化“抢夺眼球”的
时代，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而日渐消解，包括年轻
一代与传统文化发生隔膜的现象，都是不能避免
的。因此，守住传统并将优秀的历史文明与当代
生活贯通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的文化使命之一。

“工作重点应放在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明
天的主人。”

那么，如何让青少年更好地亲近、热爱、传承
优秀的传统文化呢？冯骥才认为，不应该只是坐
教室里传授，应该循循善诱，文化不只是知识，文
化是让欣赏和享受的，特别是好的传统文化，应
引领孩子们在生活中亲近传统，潜移默化地感受
传统，让传统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
情怀，成为心中的定力。

他说，目前我国的国家“非遗”为1372项，省
级“非遗”超过万项，还有市县两级“非遗”。这些
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遍布于全国各地。青少年
都应知道自己的家乡有哪些传统文化和文化传
统。教师可以带领中小学生去非遗活生生存在
的场域里参观，也可把民间传人请入学校，进行
问知或传习。

“现在很多孩子喜欢泡在网上，但那大多是
消费型的，大多只能给你刺激和快感，的确很吸
引人，但不会带你走向更高、更深、更广的阶段。”
冯骥才说，时下，“中国诗词大会”很火，关注度很
高，似乎为传统文化的普及探索了新路，在他看
来，“中华诗词是代代传颂的经典，‘中国诗词大
会’的大热也反映了很多人心中对诗词的热爱。”

他建议，要让传统文化浸润每个人特别是青
少年的心灵，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关注和喜爱，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灵和气
质。他说，“文化的学习一半来自体验”。在每个
重要的节日比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等，
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节令的民俗活动，感受节日
氛围，体会各种民艺，领悟节日内涵，这比课堂上
讲解节日的概念更加自然和直接。

“对于文化，主动地接近比被动地接受，收效
会更大。”冯骥才说，要用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把
孩子们引入传统生活（尤其在传统节日期间），这
是学习传统的主要方式。文化学习最好的方式
是体验。因为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情感的、审
美的，主要都靠体验得来。“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
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便会进入他们的精
神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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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四年呼吁超载入刑

“一定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击超限超
载运输，将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以危险
驾驶罪入刑”，关于这条建议，张琼连续提
了4年。

张琼介绍，车辆超载对道路的伤害
很大，大大缩短公路的使用年限，增加养
护成本。同时，超载对群众安全造成严
重危害。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群
死群伤重大交通事故，大多与车辆超限
运输有关。

“从 2006 年到 2015 年期间，在货车
肇事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60%的原因是
超载引起的。”张琼介绍，由于现有规定对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处罚不严，违
法成本过低，难以形成震慑效果，一些货
车车主往往抱有侥幸心理。

张琼希望，把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以危险驾驶罪入刑，将形成有效的威慑，
从而降低由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

河南今年开建20个高速公路项目

作为交通枢纽，河南将在交通建设方
面有啥新动作？

张琼带来一系列好消息：建设综合交
通枢纽，要加强综合运输通道的建设，最
重要的体现就是依托铁路公路等设施，建
设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综合运输主
通道，同时建设以大广、二广、晋鲁豫、沪
陕为主骨架的井字形综合运输侧通道。

航空方面，张琼介绍，要依托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串联亚洲的航线，加密欧美
的航线，拓展非洲的航线，构建连接全球
的重要的枢纽机场、主要经济体的空中通
道。国内计划开通郑州到广州、深圳、昆
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空中快线。到
2020 年，郑州机场的客运通航城市将要
达到 110个，国际地区的货运航线要达到
40条以上，年旅客吞吐量要突破 300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要超过100万吨。

高效铁路网方面，张琼介绍，“十三
五”期间要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高效铁路
网，郑万、郑合、太原至焦作、郑州至济南

的河南段要全部建成，新增高铁里程要达
到 1200公里，实现河南所有的省辖市都
通高铁。

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张琼透露，
2017年我省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20个，
11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总里程 1380公
里；2018年计划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17
个，总里程1214公里。

张琼表示，新增高速公路网中有70%
在“三山一滩”。“农村公路是打通农民出
行的最后一公里，高速公路对于贫困地区
脱贫来说是一个核心骨架，所以我们一定
发挥高速公路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
用。”张琼说。

记者了解到，依据《河南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和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全省高速公
路新增通车里程争取 1700公里以上，完
成投资 1500亿元，2020年末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将达到8000公里以上。

逐步提升河南交通枢纽地位

“我建议，逐步提升河南交通枢纽的
地位，强力推进多式联运的快速发展，实
现物流的降本增效。”张琼说。

“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多措并举降

成本。落实在交通运输行业上，最重要的
就是依托高效的运输模式，加快实现多式
联运。”张琼说，在此方面，河南拥有良好
基础，建议把河南作为我国多式联运的示
范区，推动多式联运的发展。

期待将河南作
为全国多式联运示
范区、河南18个省
辖市实现交通一卡
通并与全国互联互
通……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张琼提出
一揽子建议。

18个省辖市实现交通一卡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纸质版首次出
现了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
一份音视频并茂的报告，让人眼前一亮。

在“互联网+交通”方面，河南也在努
力践行。

张琼表示，今年河南省18个省辖市将
实现与全国的互联互通，以后不仅在省内，
而且在全国实现互联互通的100多个城市
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都将一卡通用。

“一卡通作为‘互联网+交通出行’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加紧
推进相关的工作。”张琼坦言，本次针对
名称“豫城通”“轩辕通”“畅豫行”“豫卡
通”“中州行”和宣传口号公开征集社会
公众的意见。

记者了解到，依据今年年初省政府出
台的《河南省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牵头组建的河南省交通一卡通
有限责任公司于今年1月 22日正式成立，
承担省级清分结算平台系统的建设和运
营任务，实现省内各地乃至全国交通一卡
通的互联互通，促使河南交通更好地服务
于公众出行。

张琼介绍，按照《方案》，我省将
逐步推进交通一卡通在全省公共自
行车、道路水路客运、高速公路收
费、停车场、服务区等交通运输领
域应用，并积极推进在铁路、民航
等领域应用。 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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