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

文明古国，拥有数量繁多的

古建筑。尽管近年来在文

物建筑保护方面投入了大

量资金和人力，但在庞大的

“分母”面前仍稍显不足。

及时发现并修复古建筑在

自然灾害中遭受的损害依

然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本报记者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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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实习记者 李诏宇

“口袋公园”看似是城市景观的配角，

但从公众角度来看，它们却是城市生活的

主角。

2 月 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

知，决定开展为期 1 年的城市公园绿地开

放共享试点工作。在公园草坪、林下空间

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

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

户外活动需求，让公众在家门口感受“诗和

远方”。

那么，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将有助

于解决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为居民生活

带来哪些便利？针对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

享可能带来的植被破坏、垃圾污染等问题，

有关部门将如何应对？

“口袋公园”，城市生活的主角

趣味传声筒、彩虹门、快乐滑梯、趣味

钻筒、趣味哈哈镜……不少游乐设施悄然

出现在公园里。每天下午四五点，位于山

东省聊城市高新区的春蕾公园里总会传来

一阵阵欢声笑语，孩子们呼朋引伴乐不可

言，家长们三五一群谈天说地，热闹非凡。

城市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和生

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态防

护、游憩娱乐、文化教育、环境美化和防灾

避险等复合功能，是城市生态修复的主要

内容，是提高城市韧性、保障城市安全的

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推窗见绿、出

门见园、行路见荫”更高期盼的重要民生

工程。

数据显示，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39.22% 提 高 到

42.06%，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11.80平

方米提高到 14.78平方米。

通知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城市绿色

生态空间有了新的需求，希望增加可进入、

可体验的活动场地。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的沙河公

园，已经对外开放，每逢周末天气晴好时，

不少人就约上家人、朋友到草坪上搭帐篷、

放风筝，开展户外运动，享受难得的暖阳。

中交二航院宜昌沙河综合整治工程负

责人介绍，由中交二航院设计、建设、运营

的宜昌沙河综合整治工程有望成为试点项

目。沙河公园去年已入围湖北宜昌公布的

首批公园绿地帐篷休闲区试行点位，开放

共享露营区域。

沙河公园将生态修复与城市品质提升

相结合，成为集文化性、开放性、生态性于一

体的“城市海绵体”，仅园区下沉式绿地面积

一项，调蓄容积就能达到1.5万立方米。

以点带面，逐步探索养护新机制

如今，我国城市生态修复、治理污染的

“上半篇文章”已经写就，目前已逐步转入

构建连续完整的城市公园绿地体系的“下

半篇文章”。

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指导各地

按照居民出行“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

目标要求，持续加强城市各类公园建设，将

“口袋公园”纳入公园体系，使百姓身边的

“口袋公园”数量不断增加，让城市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接近 80%，公园绿地休

闲游憩、体育健身、防灾避险等功能进一步

完善，城市宜居品质逐步提升。

根据此次通知，南方地区要按照应试

尽试原则，积极开展试点工作，逐步扩大开

放共享区域。其他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试点城市，合理确定开放共享区域，以点

带面，逐步探索建立轮换制养护等管理机

制，不断推动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试点任务包括摸清底数、编制方案、开

展试点探索、总结试点经验等。据了解，开

放共享区域应处于地形相对平整，服务设

施、应急保障相对完善和便捷的区域，避开

存在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生态脆弱的区域，

避开易干扰野生动物繁衍和活动的区域。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公园绿地中可开放共享的区域、开放

时间、可开展的活动类型、游客承载量。

同时，各试点城市应完善配套设施、提升

服务功能、加强植物养护管理、做好游客

服务保障工作。此外，要根据植物生长周

期和特性开放用于游憩活动的草坪区域，

可推广地块轮换养护管理等制度，避免过

度踩踏植被，影响其正常生长。通知鼓励

各地拓展开放共享的绿地类型，增加绿色

活动空间。

住建部印发通知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

让公众在家门口感受“诗和远方”

2 月 13 日，2022 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未成年人守护分论坛

暨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行业主管部门、行

业协会、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围绕论坛主旨展开讨论，助推未成

年人网络素养提升工作迈上新台阶。

2021年 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

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网络游戏企业大幅压

缩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间，并重申严格落实网络游戏账

号实名注册的要求。

随后，中宣部等部门围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实施了

一系列有效举措，游戏行业积极响应，防沉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游戏产

业研究院联合伽马数据共同发布的《2022 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

保护进展报告》显示，超七成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长在 3 小时以

内，未成年游戏用户群体整体消费水平处于低位，超过 86%的家长

对新规的执行效果表示满意。

报告同时提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多方协同，社会应注重培

养未成年人健康的网络习惯。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性问题，不能简单采用一刀

切的办法。”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

究员孙宏艳研究发现，孩子玩游戏的时长并不是最本质的问题，有

的孩子沉迷玩游戏，有的孩子没有沉迷，更多原因在于孩子的成长

环境。

孙宏艳提出，应该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素养教育。“现在的未

成年人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我们没有办法把孩子跟数字生

活切割开来。”孙宏艳认为，不能只把眼光放在未成年人玩游戏

的时间上，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的生活环境，让孩子在健康的环

境下成长。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熊皇

也持相同观点。“除了网络游戏外，未成年人还面临着个人信息保

护、网络霸凌以及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冲击等问题，因此最为重要

的有力抓手之一是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他说。

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力度？熊皇建议，相关

方应加强协同联动，既要合力做好顶层设计，补齐未成年保护的短

板；又要根据区域发展等特征进行分类的网络素养培养，实行精准

保护。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迈向全新阶段，以腾讯游戏为代表的

厂商也开始探索更多元、更细致、更具建设性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解决方案，推动建设更为成熟的未成年人保护生态。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表示，

要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坚决贯彻落实主管部门

的各项要求，在巩固现阶段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未成年人保

护的手段，提升保护的水平。

从培养网络素养入手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新华社讯 （记者黄垚 刘诗平）记者 2 月 22 日从水利部获悉，

水利部门将聚焦推进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能力建设、提升

流域水工程调度水平、消除度汛风险隐患等七方面举措，做好今年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要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锚定“人员不伤

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

城乡供水安全目标，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打有准备之仗。

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在推进“四预”能

力建设方面，水利部门将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加快构建气象卫

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延

长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同时，强化江河洪水、局地暴雨山洪、

区域干旱等预警发布，提高对水工程调度和洪水演进过程的预演

水平，并根据预演结果迭代更新预案，预置巡查人员、技术专家、抢

险力量。

在提升流域水工程调度水平方面，水利部门将编制修订批复

《太湖流域洪水与水量调度方案》及年度长江、黄河等流域水工程

联合调度运用计划，组织七大流域开展防洪调度演练，以流域为单

元科学调度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等各类水工程，实施流域

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

在消除度汛风险隐患方面，水利部门汛前将开展水旱灾害防

御准备情况检查，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盯紧水毁工程修复；开

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

制度，严格水库运行监管，主汛期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同时做好淤地坝安全度汛工作。

此外，水利部还对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蓄滞洪区建设管

理、提高抗旱保障供水能力、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报送等方面工作

进行了部署。

水利部聚焦“四预”能力七措并举

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2 月 6 日发生在土耳其的两次地震引

发全球关注。历史悠久的土耳其拥有众多

各具特色的古建筑。此次的土耳其地震除

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也

对当地加济安泰普城堡、耶尼清真寺等历

史悠久的知名古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曾经雄伟的古建筑在强震的作用下仅余断

壁残垣，不由得让人唏嘘不已。

这并非孤例。此前我国的汶川地震

中，二王庙、姜维城古遗迹等古建筑也曾遭

到一定程度的损毁。2022 年，我国最长的

木拱廊桥——万安桥在火灾面前也被烧得

只剩骨架。

此次土耳其地震再次提醒我们，古建

筑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十分脆弱。我们

需要加强保护措施，在自然灾害中，护古建

筑“周全”。

在此次土耳其地震中，有近 2000 年历

史的加济安泰普城堡位于震中附近，在地

震中严重受损——不仅部分堡体在地震中

坍塌，城堡旁边的挡土墙也多处倒塌，环绕

城堡的金属围栏更是被震得七零八落。距

离震中约 160 千米的耶尼清真寺也未能幸

免，其主体建筑的圆顶部分几乎全部坍塌。

古建保护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周乾指出：“加济安泰普城堡和耶尼清真寺

的建筑结构形式均为抗震性能较差的砌体

结构。这种结构正是导致二者在地震中受

损严重的重要原因。”

周乾介绍，西方古建筑的结构形式多

为砌体结构，也就是以砖石结构为主，将砖

石作为核心承重材料的结构形式。由于西

方古建筑的砖石块体之间采用砂浆连接，

而砂浆本身的抗外力强度较差，因此其抗

震性能很差。“此外，地震作用多以水平向

为主。在水平向的地震作用下，连接砖石

块体的砂浆很容易松散，导致砖石墙体松

动、开裂，进而诱发建筑倒塌。”周乾说。

我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建筑的核

心承重材料为木梁、木柱。其中，木梁负责

支撑屋顶传来的重量，并将重量向下传给

木柱，木柱再把屋顶重量向下传至地基。

由于木材本身具有良好的弹性，且我国古

建筑结构一般具有榫卯形式连接梁柱、屋

架低矮、屋顶厚重等有利于整体建筑抗震

的特点。“因此，我国古建筑一般具有较好

的抗震性能。”周乾说。

“与拥有各项严格的安全规范，在设

计、施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考虑了防灾

能力的现代建筑相比，我国古建筑主要存

在规划选址和基础处理准备相对不足、施

工砌筑工艺相对落后、无法兼顾强度和韧

性等特点。”北京建筑大学古建筑专业副教

授齐莹表示。

齐莹指出，我国的木结构古建筑重在

通过选址预防灾害，例如通过选择较高

的地势防洪涝、利用各种微地形防大风

等——这些措施预防日常灾害有余，但

面对剧烈的洪水等能造成突发高能量破

坏的自然灾害时则相对不足。

除此之外，我国木结构古建筑往往在

强度和韧性之间有所取舍，不能兼顾。“因

为树木生长相对较快且可替换等特点，木

材在部分地区也被用作牺牲性材料。”齐莹

说，“我国古人通常采用局部更换木构件等

方式来保养、延长古建筑寿命，而非类似西

方大教堂建造的‘一步到位’的方式。”

古建筑更易受自然灾害破坏

周乾介绍，近年来的地震对我国的古

建筑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相关震后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木结构古建筑的

典型地震损害形式为地基破坏、节点拔榫、

古建筑保护面临诸多难点

面对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我们应

该采取哪些措施，减轻甚至避免古建筑

受到损害？如果这种损害已经发生，我

们又该基于何种原则，对受损的古建筑

进行修复？

在齐莹看来，做好预防工作是第一步。

“早在 2005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中就已经加入了关于遗产监测

的内容，让‘灾前预防优于灾后修复’成为

人们的共识。”齐莹表示，“近年来，国家文

物局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针对文

物建筑，从规划、设计到监测、管理各个环

节进行前瞻性设计，尽可能地让各种预防

手段更好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通过评估湿

度、风力等各种环境影响要素，进行文物环

境监测和古建筑本体病害测绘，形成相关

风险危害档案。”齐莹说。针对不同的古建

筑，需要监测不同的环境影响要素。例如，

针对大足石刻这一石刻古建筑，应该重点

监测降水量和空气湿度的变化；针对应县

木塔这一木结构塔形古建筑，则需要重点

监测风力的影响。参考充分评估环境影响

因素后形成的风险危害档案，古建筑保护

部门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地在各种自然灾

害中保护古建筑。

周乾指出，我国古建筑历史悠久，在长

时间风、雨、雪等自然因素或屋顶重量、人

员干扰等外力因素的作用下，会不可避免

地出现多种结构病害，需要及时进行维修

保养。与此同时，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修缮加固，提升建筑施工质量、改善砖石材

料性能，让古建筑“延年益寿”。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

一条规定，对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

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即古建筑维修

后，在材料、构造组成、施工工艺等方面应尽

量与维修前保持一致。”谈到自然灾害发生

后古建筑的修复问题，周乾表示，“如果因为

原有材料破坏严重，无法满足正常使用或受

力要求，则可以选取同材质、尺寸的新材料

用于修复，同时予以标记说明。”

（实习记者都芃对此文亦有贡献）

多手段助古建筑“延年益寿”

自然灾害中自然灾害中，，如何护古建筑如何护古建筑““周全周全””
梁架歪闪等。“我国古建筑受到地震损害的

主要原因，主要包括地震烈度过大、古建筑

缺乏及时有效的维修保养、建筑施工质量

较差、砖石材料抗震性能差等。”周乾表示。

除了地震之外，洪涝、大风等其他自然

灾害同样会对我国古建筑造成巨大的损

害。那么，目前我国的古建筑保护面临着

哪些问题与难点？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国古建筑保护的

第一个难点是古建筑数量繁多，建筑类型

多种多样。”齐莹表示。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拥有

数量繁多的古建筑。尽管近年来在文物建

筑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但在

庞大的“分母”面前仍稍显不足。及时发现

并修复古建筑在自然灾害中遭受的损害依

然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我国古建筑种类繁多，我国

常见的古建筑以木构建筑为主，包括传统

民居、宗教庙宇、宫殿、园林等多种类型。

“除了常见的木结构古建筑之外，我国还有

大量的砖石佛塔、石窟寺、古桥梁等其他建

筑结构形式的古建筑。”齐莹说，“石窟寺等

其他建筑结构形式的古建筑，在材料、结构

体系上与木结构古建筑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在自然灾害中保护我国

的古建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此外，目前在补充和完善古建筑修缮

的技术规范方面，我国任重道远。”齐莹补

充，“在自然灾害面前，古建筑保护的技术

规范主要可以分为规范性文件与行业标准

两种。”

国家文物局于 2018 年发布了《古建筑

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对古建筑的修

缮提供了规章制度的指引。“行业标准主要

集中在不同历史遗存的材料维修及加固

上，应对突发灾害的文件较少。”齐莹说，

“随着老化损毁古建筑修复加固工作的陆

续完成，文物保护的关注点也要从修复加

固转向更有前瞻性的方向。”

这是这是22月月1010日用无人机航拍的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城堡日用无人机航拍的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城堡。。据当地媒体报道据当地媒体报道，，
该城堡在该城堡在66日发生的地震中严重损毁日发生的地震中严重损毁。。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穆斯塔法穆斯塔法··卡亚卡亚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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