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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秋霞

每个地名都蕴藏着或多或
少的文化内涵。人们对地名文
化遗产属性的认识，近年来逐步
增加和提升，第九届联合国地名
标准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
地名专家组会议确定地名属非
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

近日，经各市区申报推荐、
部门联合会审、专家研讨论证、
社会公示等程序，我市正式公布
2022年全市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首批共有镇江、萧家巷、儒里村
等25个地名入选。

入选地名有重要传承价值、
知名度较高

今年 4 月，国务院颁布了新
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并于 5
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对如
何做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作出了多方面的安排。”市民
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殷金彤介
绍，在《条例》第四条中规定“地
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
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即地
名管理中要坚持保护、传承地名
文化，不能擅自更名而导致优秀
文化资源的损失；《条例》第五条
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
文化保护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反映当地地
理、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当地
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即地
名命名中，应优先考虑传承、使
用当地历史及文化资源，随意起

“洋名”的现象必须予以禁止；
《条例》第十条规定“具有重要历
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
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这更加
明确要求对地名文化遗产实行
严格保护。

为落实国务院《地名管理条
例》《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等关
于地名文化保护工作要求，根据
省民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六部门印发的《江苏省地名文化
遗产评定办法（试行）》，省民政
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全省地名
文化遗产评定工作的通知》精
神，市民政局、住建局、文广旅
局、史志办公室等六部门联合开
展了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工作。

此次评定范围为“专名沿用
时间较长、地名文化内涵丰富、
有重要传承价值、知名度较高的
古城（包括市级、县级古城）、古
镇、古村落”。

“前期我们积极动员各市区
开展了详细摸底调查，结合地名
的词语文化特色、实体文化特
色、认可度、知晓度、珍稀性、续
用意义等内容进行申报，共征集
44个候选名单，并于 6月 30日召
开了专家评审会。”殷金彤介绍，
经各市区申报推荐、部门联合会
审、专家研讨论证、社会公示等
程序，首批共有镇江、萧家巷、儒
里村等 25 个地名入选 2022 年全
市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我市将持续加强
地名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

镇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有 3000多年历史，因地势背山面
江，形势雄险，是镇守江防之地，
故名。在首批市级地名文化遗
产名录中，“镇江”作为市级古城
入选。此外，丹阳市有萧家巷、
陆家、留墅、滕村、六都、张巷、九
里、柳茹、夏墅、三城巷、黄连山、
陈山12个地名入选；句容市有西
冯、石狮沟、青山、丁庄 4 个地名
入选；丹徒区有宝堰镇、丁角、黄
墟村、槐荫村、河达 5 个地名入
选；镇江新区有华山村、儒里村、
葛村3个地名入选。

“此次评定出的 25个地名非
常具有代表性，均是沿用时间较
长、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有重要
传承价值、知名度较高的居民
点。”地名专家裴伟说，其中有几
个地名在重要史籍中多次记载，
还有几个地名与重要文物、名人
遗迹有重要关联。比如，隶属丹

阳市曲阿街道的张巷，村西的
“东城里”，为汉萧何 20 世孙、晋
代淮阴令萧整来到江南的侨居
地。南朝时期，萧整后代萧道成
建齐朝，萧衍建梁朝，东城里成
为齐梁皇族的桑梓故里和归宿
之地。附近有齐明帝萧鸾兴安
陵、梁文帝建陵、梁武帝萧衍修
陵、梁简文帝萧纲庄陵及多名后
妃陵墓。“丹阳南朝陵墓石刻”作
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驰誉世
界。梁天监年间（公元 510 年前
后）所建的皇家寺院皇业寺，于
2009 年得到丹阳市文化局的修
缮保护。隶属镇江新区丁岗镇
的葛村，其村名镌刻在初唐的

《唐魏法师碑》上。南宋抗金将
军解寿辉定居于此，繁衍生息而
成望族。村内保留有大量的明
清古建筑，其中，解氏宗祠建于
明景泰年间，现为市级文保单
位。村内另存有镇江地区唯一
的古井井神石雕。

“这些地名理所应当的是地
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值得我
们及子子孙孙珍视。”裴伟建议，
当地政府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新
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
的使用、传承等方面的规定对这
些地名进行规范管理。“一方面
严格控制已被列入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在用地名的更名，同
时对已不使用的历史地名，要采
取就近移用、优先启用、挂牌立
碑等措施加强保护和利用，从而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宝贵的本土
文化。”

“在地名命名、更名过程中，
人们的社会价值、文化取向等思
想观念融入其中，因此优秀传统
地名蕴藏了宝贵、丰富的文化内
涵。”殷金彤表示，作为有着 3000
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镇江地名文化丰富而深厚，下一
步，我市将持续加强地名文化保
护和传承工作，深入挖掘地名文
化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活动，提高全市地名文化遗产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本报讯（笪伟 贺华俊）近
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
2022 年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遴选结果名单，全省
共16部剧目入选，我市报送的
丹剧《凤先生》入选重点投入
剧目，锡剧《太平洲上》入选扶
持剧目，入选扶持剧目数量位
于全省前列，两剧目将获得省
级资金资助。

大型丹剧《凤先生》以近
现代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
被誉为“画坛宗师，百年巨匠”
的吕凤子生平为主线，以吕凤
子的创作经历、对党的事业的
支持拥护和对人民的热爱为
牵引，以中国近现代史百年巨

变为背景，讲述吕凤子从早年
在丹阳创办正则女校、致力美
育事业，到抗战时期将正则学
校西迁至重庆，再到抗战胜利
后在丹阳重建正则学校的艰
辛历程，表现了吕凤子先生的
大师风范、民族气节、爱国情
怀，展现丹阳这座文化名城从
民国时期到现代的百年沧桑
巨变。

大型原创锡剧《太平洲
上》讲述了太平洲江滨村党委
书记林玉芬与村慈善工作站
站长严宗慈扶持贫困户徐东
保一家走出困境奔小康的故
事，展现了“小人物、正能量、
大情怀”。

我市两剧目入选
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本报讯（辛桂香 方璐 方
良龙）记者从我市 7月 22日下
午举行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新规宣贯活动中了解到，
由省住建厅 7月 1日发布的相
关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明
确了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行为、
责任和工作底线，将推动建筑
业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当前工程质量形势总体
可控，稳中有升。但不可否
认，建筑品质整体不高。而工
程质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是
工程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的重
要原因。”市质监站副站长刘
之渊介绍，最新发布的实施细
则对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检测单位等五方工程建设
责任主体行为准则提出“硬性
约束”，很多质量行为要求为
首次提出或明确。如建设单
位应依法办理施工许可工程
质量监督手续；严格执行工程
承发包制度，不得肢解发包；
对有重大修改、变动的施工图
设计文件应当重新进行报审；
不得指定应由承包单位采购
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等。

施工单位不得违法分包、
转包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等，未经监理单位
见证取样并经检验合格的，不
得擅自使用；不得擅自修改施

工图设计文件；按规定做好隐
蔽工程质量检查和记录；实施
样板引路制度，设置实体样板
和工序样板等。检测单位不
得转包检测业务；不得涂改、
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不得
推荐或者监制建筑材料、构配
件和设备；应当将检测过程中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涉
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
格情况，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等。

工程质量手册实施细则
是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
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制
定，用于规范企业及项目质量
行为、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工
程建设各方主体必须遵照执
行。去年市住建局在市区范
围内选取 5家施工企业和 3家
监理企业编制企业版工程质
量安全手册，选取了 4 个房屋
建筑工程作为开展手册和实
施细则落地的项目试点。经
过 1 年的努力，目前我市企业
版手册编制工作初见成效，镇
江高新区创新区一期工程（团
山睿谷项目）等 4 个手册落地
试点项目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形成了一系列好的做法和
经验，对提升我市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房屋建筑质量安全新规来了
我市试点项目取得好经验

萧家巷、西冯、槐荫村、儒里村……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25个地名入选
首批市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永安路
美食街改造
全力推进

7月23日，永安
路美食街升级改造
工 程 现 场 一 片 忙
碌，工人们正在进
行路面道板铺设。
这条特色的网红小
吃街不久将以全新
的面貌呈现在市民
面前。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