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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入，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因长期缺乏投入，管理不善，使阵地《

丢失．封建主义．宗教势力乘虚而入．一些IB的封建>--3俗在有些地i

方死灰复燃．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二是存在无人

管事的问题。有些基层组织，长期处于”软．懒。散”的状态，有；

的村连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的人选都没有。三是无章理事的}

问题。一些村规章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农村的一些难解决的热点．1

难点问题，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由此使领导班子威信降低，集体i

凝聚力大大弱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空壳村”。 #

6．农业生产过程中“跟风”效应较为严重。所谓“跟风“效《

应就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跟着市场价格表象在转，也就是市场上+

什么东西价格高就一窝蜂地跟着生产什么．农民通常是看到市场i

价格高了再组织生产．当农民生产出后发现市场价格又疲软了，}

基本上是种什么赔什么，养什么赔什么，很让农民朋友苦恼这就：

是所谓的“跟风“效应。这里存在反应滞后的问题．在经济学通4

常说的J曲线效应。要解决农民的“跟风”效应问题，只有让农

民充分了解市场信息．了解市场动态才有办法．要让农民知道”i

跟风”的危险性，风险较大，可能给农民经济收入带来大的损失。F

让农民知道”跟风”的危害性．不要被市场价格的表面现象牵着i

鼻子走。还有通过农业合作化经营，解决小农民对大市场的问题，；

发展订单农业，就可以避免“跟风”效应所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对于跟风效应所造成损失的案例数不胜数。就全省范围而言．每《

年因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跟风”而损失的就达数亿元。

7．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一些问题。(1)在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购销?

关系中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少；

购销合同是“君子协定”或”口头约定”，真正签订单的仅有43％，《

而且违约现象较为严重。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企业便以《

各种理由拒收或压级压价．使农民利益受损：当市场价格高于合

同收购价格时，农民便违约把产品卖给市场，从而使企业得不到。

充足的货源，生产受阻。正是由于没有形成利益一体化，使得企4

业和农民之间只注重自己的短期经济利益，违约现象不断发生。l

I 2)农业产业化外部环境不宽松。农业产业化受到多面手的限制。；

比如：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增加了农业产业化的运行成本与风险；i

相关政策的不完善．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农业《

宏观管理体制滞后，严重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高j融资渠道不畅，!

影响产业化的推进等等。其中融资难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障l

碍。许多地方，银行为了规避贷款风险．从严控制中长期贷款，}

导致不少企业挤占流动资金搞技改，严重影响了产品结构的升≤

级．企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的重要渠道，是坚持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是提4

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结构』

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是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基础的重

要内容。为此．要重点抓好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发展中介服务组：

织．加强原料基地建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和技术推广的力度、抓好科技培训和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i

作。然而，目前广西拥用有的优质龙头企业仍然较少。
?

参考文献： l
[f]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l

[2】李广海 陈通：和谐社会理念的新农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5】喻国华：浅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J】．西北农i

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 47 ≯

席爸青踢倡汐訇懑属研霏
-倪茜师立德西安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摘要]本文系统地研究府谷茜．城，对于古城及其古建筑遗

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对其现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府谷古城保护与发展的

相关问题，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和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府谷古城文化遗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序言
’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城市生活方式

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快节奏地改变的今天，如何保持自身城市

的特色，延续自己城市的传统，发展本土本地的文化，已构成一

种普遍的潮流。在发展的过程中正确审视我们的文化遗存，审慎

地对待文化与传统．是后续工作的前提判断。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物质形态上的呼吁和拯救，更是～种传统上的

认知和共享，一种文化上的凝合与孕育。所以，历史文化名城，

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杰出代表．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现代化建

设的过程中，保护自身城市的个性与文化传统魅力．是关系本地

区．本城市的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府谷县．位于陕西省黄土高原之东北隅，地处陕西省、山西

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区之交界部。历经风雨变迁．而残留至今

的历史遗迹——府谷古城及其古建筑．像一幅复杂而魅力无穷的

组合图景，将历史上各个时期，府谷境内发生的军事冲突．人民

的生产、生活．浓缩汇聚在一起，呈现在我们面前。怎样去认识

和深入发掘这些实体的价值以及对于今天城市现代化的意义，就

显得是那样的必要和迫切了。

一．府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思路

本文研究的府谷古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的军事冲

突的历史．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与经营，所以确定其职能

类型以军事职能为主。同时从现存的历史建筑遗存保护状况来分

析，府谷古城应该定位于：古城格局经恢复后尚且能完整体现，

重要历史建筑遗存经修复和保护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城市的传统

历史风貌。基于这样的府谷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定位，古城保护应

该以古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为主，即长城建筑．城墙、瓮城及

其军事地理环境的保护为主。同时，作为历史建筑遗存一般，尚

能反映古城的轮廓此类型的城市，应该加强古城街道格局．古城

传统民居的恢复和保护，古城重点历史建筑遗存的全面修缮与维

护为主，力图通过整治和规划．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古城的传统

历史风貌。

二．府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

总的来说，名城保护涉及物质实体范畴和社会文化范畴两方

面内容，结合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保护文物古迹及历

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吉城的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城市的传统文

化。并根据我国近年以来名城保护实践．府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的保护可以具体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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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城历史建筑遗存的保护

即以文庙．荣河书院、千佛洞等建筑群为重点．加强修缮，同

时必须注重日常的维护与管理，根据其本身的价值和环境特点．

划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心的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与环

境协调地带三个层次的保护范围．控制建筑的高度、体量．形式、

色彩等，并确保建设活动不会对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干扰。

2．古城标志轮廓线的保护

府谷古城高踞于石山梁上，阻山面河，险峻雄奇，壮观异常。

自府谷黄河大桥仰视府谷古城．其高耸的城墙及其构筑物构成了府

谷古城壮阔的天际轮廓线。古城墙及其城门．瓮城的保护．应当严

格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进行．除划定保护范围以外．同时注

意：清理城墙上．以及临城墙的建筑．严禁在城墙及其周围挖石取

土．倾倒垃圾，严禁开挖道口，并根据现存城墙残破坍塌程度，对

于城墙、城台，瓮城进行加固修复，力图恢复城墙的历史风貌。

3．古城格局与形态的保护

保护好古城现有道路骨架，重新恢复并组织原有巷坊格局。

对于现存民居，根据遗存现状，可选择保存相对完整的四合院民

居，沿街道．巷，坊依照原样进行修复，忠实于原有的本土化的

建筑形式．色彩与材料，保持其原貌．使得在局部地段．重点文

物保护建筑，民居建筑与街巷格局能够完整地融合．以历史地段

的形式展示古城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

4．古城山川地理环境的保护

府谷古城作为军事重镇，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军事防御职

能的重要依托。(1)应该加强对于长城建筑遗存的保护，虽然现状

令人难以满意．但是县境内个别地方遗存的城墙残段、敌台．烽

燧遗迹结合山JIl形势．结合保护文物单位的划定环境控制范围的

方法，及时保护起来，还是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体验府谷地区人

们长期为保证其生存环境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艰辛的。(2)府谷古

城作为控制黄河西岸的军事堡垒．其典型的军事地理具体环境与

其城防工程体系是密切结合在～起的．没有地理环境的依托，古

城墙．城门．瓮城等构筑物就失去了历史环境、地理环境上存在

的意义。所以对于府谷古城周边环境应加强治理．控制新建建筑

及其高度．使得城墙系统与地理环境更好地融为一个整体．展示

古城特色。

三，府谷古城发展的初步探索

古城所处黄河西岸，两沟相夹的地理位置及其环境特征．同

时受其特殊的职能限制，军事防御前沿的定位一直贯穿其中，军

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一直是城市经营的主题和重心．城市的发展一

直主要表现为城墙范围内的局部地段的置换与重复更新的模式。

而黄河河道的下移就使得城市向山下西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地

理条件的保证，清代采取的与游牧民族相容并存的政治策略，就

为城市空间上的拓展解脱了很多的束缚。今天府谷所处的政治形

势．尤其是民族间相处与融合的政策环境与现实，府谷县城西迁

的定局．以及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现状等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

本性的改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府谷古城的发展定位及其模式。

就府谷古城本身而言．相比较西关新县城而言，本身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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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受地形限制，古城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以及相关的

生活环境质量建设严重滞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府谷县城的

西迁避开了新旧发展的矛盾与；中突，但是带来了古城历史遗存的

弃置与毁坏，建设管理的无序和边缘化，社会生活的暗淡与衰落

这样令人忧心的局面。军事职能消失，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转移，

那么，在现阶段古城的职能定位是怎样的7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前

提。新的城市中必须赋予旧城以新的职能，保持旧城作为城市应

有的活力与繁荣。旧城的功能应该是新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

不是牵强的。保护城市的历史格局．保持城市的风貌，就需要一

些静态的功能，与历史文化相协调。中国古代小城市亲切．质朴、

繁荣．安逸的特点，应该是古城保护的精神追求。吴良镛先生将

美好城市的要素概括为四点，即私密感，邻里感、乡土感．繁荣

感。而保持古城的繁荣，就要使古城具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吸引

力，使得人们愿意居住、生活在旧城，”繁荣不仅反映在经济生

活上、物质建设上，也反映在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的朝气

蓬勃上”。1 997年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制定的《府州古城保护

规划》基本上给出的定位：以居住、文物旅游为主的历史风貌区。

本文认为．古城首先应该以文化职能为中心．其建设活动应

该以文化职能的强化为重心，积极保护修缮古城历史遗存．展示

完整的古城风貌。其次，以居住职能为主，积极改善古城内城市

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这是解决古城的历史遗存的

保护与居民建设活动的影响之间矛盾的关键。最后才是旅游职能

的建设．首先应定位于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服务．通过完整的历

史遗存与社会生活氛围的有机结合．展示府谷古城的历史文化风

貌，增强城市居民对于古城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居民的认同感与

责任心，促进古城保护工作的全面普及和进一步深化。其次才应

定位于以古城及文物遗存为对象的观光旅游，这是基于府谷古城

的历史地位，现状、以及保护修复的程度基础上的综合的谨慎的

判断做出的定位安排。

四．小结

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是府谷古城长期经营的主题，而优秀的

文明之花同样在边陲小城熠熠生辉。虽然在今天，古城失去了其

存在的历史背景，但是作为历史文化的传承的物质载体，应当受

到严格的保护。保护重要建筑遗存，保护城墙及街道系统．保护

整个古城的格局，保护与延续古城历史风貌，这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在发展思路上，其文化职能建设应当成为首要．而结合古城

现状．改善基础设施，控制建设活动是基本任务，最后才应是旅

游职能，而此职能活动及其建设绝对是应当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之

下进行的，不能让古城成为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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