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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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筑高台，置邮亭”，故称高邮、
别名秦邮，西汉设县、北宋筑城，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史称江左名区、广陵首邑。在22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孕育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刻录了清晰的文化
地标。2011年，高邮市委从建设文化强市的
战略高度出发，顺应社会各界呼声和愿望，果
断提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主张；
随后，新一届市委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国家环保模范城、全国文
明城市联为一体，四城同创，开辟了高邮城市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境界。从2011年提出
申报到最终获批，历经三任市委书记、两任市
长，全市上下初心不变，接续努力。2016年
11月2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高邮列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高邮成为全国第130座、江
苏第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消息传来，全
市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高邮日报》专门
为此增发《号外》。这块金字招牌对于高邮影
响重大，意义深远。六年“申名”之路，波澜壮
阔、曲折坎坷，作为整个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
具体实践者，抚今追昔，至今历历在目，感慨
颇多，诸多启示值得铭记。

启示之一：领导重视，绝不是一句虚话。
如何有效地组织指挥，极大地考验着领导智
慧、能力和方法。换言之，有没有建立统一协
调、高效运转的组织领导架构和专班工作机
构，是申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

一是搭建强而有力的组织领导架构。自
2011年正式提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起，
申报工作的组织领导架构经历了三次大的调
整。即：2011年，成立了市长任组长，市政
协、宣传部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市政府主抓，但工作推
进不够顺畅有力；2013年，领导小组调整为
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市四套班子分管领导
任副组长，架构宏大、人员众多，职责不够清
晰；2015年，申报创建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市
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四城同创”总指挥
部，书记、市长为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和常务
副市长任常务副总指挥，“四城”各自明确一
名市领导牵头，相关市领导配合。其中，明确
常务副市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指挥部常务
指挥，分管城建和文化的两位副市长任副指
挥，由过去多名领导挂帅调整为一名市领导
牵头，变多部门各自为战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申报办公室（以下简称名城办）协调抓总，
进一步强化领导，明确责任、细化目标、强势
推进。组织架构的先后三次调整，表面看是
领导及小组成员的变化，实际上，随着创“城”
工作的深入，领导架构不断由“松”到“多”向

“专”发生质的变化，基本解决了多头指挥和
分线作战的问题。此后，召开会议、布置任
务、协调矛盾、推进工作、掌握进度等均由各
条线常务指挥牵头负责，指挥曲线更短，工作
流程更优，推进效率更高。

二是组建高效运转的专班工作机构。从
字面上看，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是“历史文化”，
而实际上名城申报工作主体应该落到“名
城”，对应的则是上下住建系统。而早期
（2011年）名城办设在文广新局（现文广旅
局），向上对应的是省文旅厅、文旅部和国家
文物局。随着申报工作的深入，申报路径逐
渐清晰，市委、市政府迅速作出调整，以邮委
【2015】38号文作了进一步明确，“名城办设
在城建局，文广新局协助”。为了强化工作
的专业性，经多方争取，扬州市委编办批复
同意在高邮市城乡建设局增设副科级名城
保护办公室对外挂牌，文广新局增挂文物局
牌子。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明确名城办
为牵头部门，各相关部门为联动配合部门，
划定各自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建立完善

“联合会审、审批前置、联动执法、督查督办、
资质备案、营造氛围”等工作机制，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会商会办，彻底解决了过去分散松
散、各自为战的状况，形成了名城办统筹抓
总，宣传、广电、国土、水利、房管、城管、交
通、公安等部门，以及开发区、城南新区和高
邮镇“两区一镇”协调联动的高效统一、有力
有序的工作格局。

启示之二：名城申报，不同于常规工作，
需要深入其中、摸清路数，吃透规则、有的放
矢。如果对申报流程不熟悉，关键点不掌握，
节奏把握不准，难免会走弯路。因此，工作路
径和方法对不对，直接决定着工作进度，是影
响申报胜算的重要环节。

名城申报工作，需要明思路、讲方法，巧
用力、善作为。如果以一般申报程序按部就
班，市政府向省政府打报告，省政府再上报国
务院，国务院审批并对外公布。事实上，申报
初期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向开展的，逐级向省
政府递交材料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回
音。后来，经过认真梳理和咨询，才摸清整个
申报和审批的指向和流程。即，由市政府向
省政府报告，省政府委托省住建厅牵头协调
省文物局审查把关，同意后，由省政府报国务
院，国务院委托住建部牵头，会同国家文物局
组织专家实地评估考察，形成评估考察意见，
并提出阶段性整改意见，通过全面审查后，提
出是否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呈住
建部部长同意后，经国家文物局会签，由住建
部向国务院报请示，国务院决定是否列入并
公布。简言之，上下住建系统是总的牵头、指
导、协调部门，文物系统配合联动，住建部城
乡规划司名城处是连接上下、协调左右、穿针
引线的实际操盘手。这条主线相对独立、较
为清晰。如果不紧扣这条主线，拐弯抹角，隔
靴搔痒，很难奏效。

不得不提申报进程曾一度放缓的原因：一
是简单地认为报告打到省政府就行了，后面交
由省政府和国务院对接。事实上，上级政府作
为宏观指导和程序把关部门，并不过问申报的
具体内容和流程。如果负责申报工作同志没
有这样的觉悟和认知，申报材料撂在那不去
盯、只是等，那申报工作只会搁浅。事实上，
2014年10月，申报请示和文本资料才由省政
府正式上报国务院及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
二是前期过多倚重了国家名城委员会（下称名
城委）作用，实际上名城委是中国城市科学研
究院下属的学术团体，不是权威机构，也不是
审查部门，不仅不了解、也不完全掌握整个申
报过程，无论是审查还是评估，名城委成员大
多不在住建部确定的实际考察的专家范围，对
通过审查评估难以起到实质性帮助。因此，只
有找准路径，才能事半功倍，否则看似做得多，
实际成效并不大，进展也不明显。

启示之三：名城申报是系统工程，千头万
绪、任务繁杂，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工作任
务。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做得实不实，直
接关系到名城申报四梁八柱的稳固，是申报
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名城申报的具体工作很多，但重要的基
础性工作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编制规划、科学引领。邀请著名古
城保护专家、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领衔的专
业团队，编制发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城南、城中、城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运河东岸十里长街文化旅游保护开发利
用规划》《盂城驿周边修缮整治一、二期规划》
《市河一、二期整治规划》《中山南路保护与整
治规划》《北门大街历史文化保护整治规划》
《高邮市传统建筑立面保护整治通则》等系列
规划，划定城南、城中和城北3个历史文化街
区，范围18.3平方公里。一系列的保护规划
让保护工作既有总规引领，又有详规细化。

二是出台文件、完善政策。2013 年、
2014年先后出台了《高邮市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管理办法》（邮政发【2013】240号）和《高邮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法》（邮政发
【2014】6号），将铜井巷铜井、运粮巷王氏宅、
仲氏油坊等35个明清、民国时期建筑划定为
不可移动文物，泰和染坊家宅、同昌粮行等28
个清代建筑列入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2015
年，还创造性出台了《高邮市历史文化街区及
周边商业业态控制暂行规定》（邮政办发
【2015】124号），分门别类将历史文化街区及
周边商业经营业态划分为鼓励业态、允许业
态、限制业态、禁止业态。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出台，有效推动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法治化、
常态化、长效化。

三是保护修缮、改善民生。坚持精心保
护、匠心利用，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遗址
遗迹进行修复修缮，保护提升。三大历史文
化街区在改造提升中做到“街区、小区、景区、
社区”四结合。比如，镇国寺塔修复工程、净
土寺塔改造工程、高邮当铺修缮工程、奎楼及
城墙维修工程、王氏纪念馆维修工程、高邮州
署头门维修工程、盂城驿扩容工程（馆驿巷牌
坊、驿印流年、文天祥广场、马饮塘、柳荫禅林、
柳泉草屋、同昌粮行、风雨墙、中国集邮家博物
馆、接官厅），市河改造、马饮塘河整治等工
程。一系列的整治工程和改造项目的实施，为
城市建设既留住了历史风貌，又留下了发展空
间。通过活化利用、修缮提升，使历史文化融
入生活、回归社会、服务人民，在修旧如故中焕
发新生机，在发掘利用中创造新价值。

四是宣传发动、全面参与。六年申报工
作的最大感受和成功经验，就是政府民间牵
手合力。没有城建、文广等一帮干部的探路
不止、绵绵用力，没有高邮市民的理解和支
持，没有像朱延庆、姜文定、许伟忠、陈庚林、
李国耀、真启梁等一批高邮文化名人的热心
和用心，就没有“申名”的成功。我们对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和历史文化保护工作
进行了广泛宣传，开设一系列名城专题讲座，
市人大、政协组织视察名城保护活动，随后陆
续开展“七个一”工作：即召开一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申报工作座谈会，向市民发放《致全
体市民的一封信》，印制一份名城保护宣传手
册，开展一次“文化遗产宣传日”活动，召开一
期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研究会，制作一档“高邮
名人说名城”电视节目，举办一届“名城在我
心中”摄影大赛，等等，全方位展示高邮历史
文化独特魅力和文化建设丰硕成果。

启示之四：名师专家，是优秀历史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引领者，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与更新的把脉者。专家学者们对问题点得准
不准，方子管不管用，直接影响申报工作的实
际成效，是不可或缺、不容小觑的重要因素。

细数一下，从2012年到2015年，我们通
过各种渠道，先后近十次邀请住建部、国家文
物局、省住建厅、省文物局相关领导和专家，
来邮指导名城保护和申报工作，也邀请一批
专家学者来邮作名城保护专题讲座。用好名
师资源，不仅增进对高邮古城的全面认识，更
加坚定广大市民的本土文化自信。同时，专
家学者们在防止和克服“零散性损坏”“建设
性破坏”等方向性问题，以及“整体性保护”

“历史文化挖掘和提炼”等重大问题上，给出
许多专业性指导意见和建议，为党委政府决
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使我们少走了很多错
路、弯路和冤枉路。

2013年12月28日，住建部总规划师唐
凯、规划司司长孙安军、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
会长吴建平、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和红
星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石楠、东南大
学教授刘博敏、省住建厅巡视员张泉等一行
十人来扬开会，我们获悉后，主动对接联系，
邀请部省领导增加行程，专程来邮考察一天，
指导名城申报工作。

2015年3月14日－3月15日，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沈阳、北京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田林（国家文物局专家
库专家）等五人专程来邮调研古城保护。

2015年8月5日－8月6日，住建部同济
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住建
部历史文化名城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阮仪三教
授受邀来邮开设《名城保护与发展》专题讲
座，并指导名城保护和申报。

…………
省住建厅老领导张泉副厅长、张鑑副厅

长和施嘉泓处长（现任苏州市副市长），对高
邮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多次来邮调研指导，施处长还两次陪同我
们前往住建部进行专题汇报。尤为重要的
是，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名城处领导半年内先
后两次前往高邮考察指导。2015年 2月 4
日－2月5日，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名城处郑文
良处长和傅爽副处长一行来邮考察古城保
护；2015年7月15日－7月17日，住建部郑

文良处长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付清
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城
市规划师胡敏（现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名城处处长），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
划总监、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相秉军等来
邮考察名城保护及申报工作。在上级领导和
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申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启示之五：如果把“申名”视作一场足球
赛，建立领导架构和专班机构就是赛前的排
兵布阵，摸清工作路径和方法是攻防的战术
布置，而大量基础性的申报工作考验我们基
本功实不实，邀请名师专家指导则体现了技
术分析准不准，战术意图贯彻得好不好。做
好这些工作，并不代表可以破门制胜，最终还
要看“临门一脚”踢得好不好，这才是赢得整
场“申名”赛事的重要法宝。

2015年12月30日，省住建厅正式来函
通知，住建部城乡规划司会同国家文物局文
物保护和考古司于2016年1月6日至8日，
由郑文良处长带队，率领朱嘉广、张兵（现任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沈阳、张
广汉、黄滋、霍晓卫六位专家来邮实地评估考
察，考察行程一天半时间，要求系统汇报申报
所做的工作，全面展示高邮名城保护的成
果。考察组抵邮当晚查阅申报文本及自评报
告；次日上午观看专题片，听取市委市政府汇
报，随后，包括下午近一天时间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当晚专家进行会商碰头，形成评估意
见；第三天上午进行反馈。为此，我们做了大
量精心细致的工作：

一是做好迎评各项准备。其中包括起草
以市委、市政府名义汇报的各种材料，制作会
场播放的申报专题片和实录反映申报历程的
16块戗牌，以及会场摆放《高邮传统文化概
论》《点击高邮》《古代诗词咏高邮》《江淮方言
趣话》等有关高邮历史文化的近300本书籍
资料，等等。

二是做好考察现场安排。考察组的接待
方案中，围绕专家组考察当天的17个考察
点、42个项目，精细到每个考察点位，具体到
每一处考察项目参观内容，落实到每一名联
系人、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比如，第一个
考察点净土寺塔，除了专人讲解，现场还安排
了二胡演奏、老者表演抖空竹、扇舞群演；到
达第二个考察点盂城驿二期，讲解之外，又增
添补锅、箍桶、修布伞等非遗项目和传统工
艺，此外，百人太极，民歌传习，扬剧进社区等
项目也让专家组耳目一新。

三是做好评估反馈整改。在第三天上午
的评估考察反馈会上，专家组认为“高邮市具
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据了解，
专家组反馈意见很少用“完全具备”，大多用

“基本具备”，而我们则用“具备”一词，可见专
家组对高邮的充分认可。郑文良处长作为考
察组牵头领导，对高邮申报名城工作给予充
分的肯定，同时对我们在挖掘提炼历史文化
价值，更加注重名城的整体性保护，强化专家
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随后，
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评估考察组
意见，就下一步做好整改和完善工作进行专
题研究和具体部署。

四是做好后续工作跟进。三上北京与住
建部城乡规划司名城处做好衔接，组织专人
进行挖掘提炼，用近两个月时间将历史文化
价值浓缩概括为“邮驿文化和运河文化特色
突出”，为最终批复文件定了基调。由此，千
年古城，江淮明珠高邮又增添了一张闪亮的
城市名片。

六年申报，一朝梦圆。“申名”成功不仅是
高邮人期盼已久的大喜事，足以载入高邮城
市发展史册，也标注了高邮城市发展新的高
度，与此同时政府和民间名城保护的脚步也
一直没有停歇。那些遗失在经济发展浪潮中
的古巷街名，逐步得到恢复；如何推动名城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也在破题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新时代新
征程，高邮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行实
干、接续奋斗，书写属于这座城市的新故事。

永不褪色的“名片”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几点启示

□ 孙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