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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
请登录本报新媒体平台
或拨打热线互动 报料精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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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 日、11 日，黄山市歙县、黄山风景区
先后发布通告，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

本报讯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常诚） 6 月 11 日下午，
黄山风景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通过黄山管委会
网站发布了《关于取消常态化区域核酸检测工作的通告》。

通告称，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工作要求，鉴
于景区目前全域为低风险，原定每周一、周二开展的区域
核酸检测工作取消， 按防控要求继续开展重点人群核酸
检测“应检尽检”工作。 后续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另
行通知开展。

此前， 黄山风景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于 6
月 3 日发出的公告称，为落实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方便群
众就地、就近进行核酸检测，结合景区实际，决定在黄山风

景区设置 5 个采样点，于每周一、周二开展区域核酸检测。
请广大游客和景区干部职工合理安排时间， 就近选择采样
点进行核酸采样。

在黄山风景区发布公告的前一天， 黄山市歙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也发布了取消区域核酸检测工
作通告。

6月 10日， 黄山市歙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发布《关于取消区域核酸检测工作通告》。 该通告称，根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工作要求， 鉴于歙县目前全域为
低风险， 原定 6 月 13 日至 14 日开展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
取消，后续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另行通知开展。

记者从黄山市有关部门得知， 目前黄山市属于低风险
地区，因此该市暂停区域核酸检测，没特殊情况不再进行。
歙县取消原计划进行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决定， 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做出的。 这也意味着，黄山市疫情防控工作将更为
精准化。

稍早前的 6 月 9 日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
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指出，
低风险地区、低风险人群，没有必要进行频繁地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的重点应该放在高风险人群和高风险岗位的工作
人员，以及有疫情的地区。 他还提到，没有发生疫情，也没有
输入风险的，查验核酸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黄山两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

鼓励多样性保护利用历史建筑
我省制定相关导则并开始征求意见

前不久，我省发布消息，将对全省城乡历
史文化应保尽保。 6月 13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发布《安徽省历史建筑保护

利用导则》（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其
中，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应根据历史建筑的类型和
特点，鼓励多样性的利用方式。 比如，民居类宜延
续原有功能和旅游产业等，传统公共建筑类宜作
为文化博览、文化消费、旅游设施等。

记者在导则中看到， 历史建筑保护措施分为保养维
护、修缮保护、历史环境保护。 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应
遵循“四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结构进
行修缮保护。

在保养维护中，不得改变历史建筑现存外观、结构、
构件、装饰、材料等。 所有权人应对历史建筑进行日常保
养维护，主要措施包括屋面维护、简易修整、疏通水道、环
境整洁等经常性的小修保养，维持历史建筑的良好状态。

在修缮保护中，应保护历史建筑外观风貌，包括保存
完整的外观，体现价值的立面、造型、材质、色彩等要素。
现状历史建筑已改动、加建的部分，对价值要素的立面有
遮挡和损害的，应拆除并恢复原状。历史建筑主体结构应
采取结构加固修缮方式为主，保证结构安全。保护建筑的
各类典型构件，包括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征的结构构件
和装饰构件。 严重破损影响安全或现状缺失的典型构件
应按留存样式补配。对价值较高的浮雕、彩绘、残存、构筑
物等应采取原状保存的方式和必要的防护措施， 防止破

坏和延缓侵蚀速度。应采用传统工艺做法进行保护修缮，
当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能更好地保护历史建筑时， 可在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中予以应用。

对于已经损毁的但存留有基址或残迹的历史建筑遗
存，应优先采用保存现状的遗址保护方式，并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保护并延续历史建筑所依存的环境，包括山形
水势、历史文化、历史风貌、传统格局、街巷水系、建筑风
貌、古树古井等。 新增或改造的景观、设施应与历史环境
相协调。

另外，历史建筑所在地还应科学评估历史建筑及周边
环境可能发生的灾害，提前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减轻自
然灾害或次生灾害对历史建筑的破坏。比如，汛期来临前，
应做好防洪、防涝措施，对潜在的安全隐患应及时采取遮
盖、加固、支顶、围挡、排水、防渗等措施进行处理。 木结构
历史建筑维修和修缮时， 应从构造上改善通风防潮条件，
使木结构经常保持干燥；应进行虫害防治，对易受潮腐朽
或易遭虫蛀的木结构，应采用防腐防虫药剂进行处理。

导则指出，要积极推动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充分发
挥其文化、社会、经济价值。 为满足使用功能的需求，历
史建筑可采取适应性改造措施，包括空间改造、环境整
治、设施更新、性能提升等工程措施，但不得破坏历史
建筑的外观风貌和价值要素。 在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
时，允许改变建筑用地性质和使用功能，允许采取建筑
改建、加建、扩建、新建、增加设施等方法方式，但不得
影响历史建筑外观风貌。 消除消防隐患，选择对历史建
筑危害小的灭火器。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应根据历史建筑的类型和特
点，明确适应性的利用方向，鼓励多样性的利用方式，探
索创造性的功能转化和新旧共生的发展模式。 其中，民
居类宜延续原有功能和旅游产业等；传统公共建筑类宜
作为文化博览、文化消费、旅游设施等；近现代公共建筑
类宜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文化、创意办公等；工业建筑类
宜作为创意研发办公、旅游产业、商业消费等。

对于单体建筑，影响风貌、遮挡价值要素、破坏构
建、结构的违法搭建、扩建等危房及构筑物，应拆除。 对
于集中成片的历史建筑，除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及历史街区的保护控制要求外， 对破损的建筑外
貌进行修缮，对外立面装饰、构筑物、管线、设施等不协
调外观进行风貌整治。同时完善历史建筑基础设施，室
外管线尽量下地，或规整架设，消除安全隐患。 根据历
史建筑场地条件可配置绿化、小品、铺装、照明等，对户
外广告牌的位置、形式、色彩、体量进行控制引导，提升
景观环境。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文 /摄

据介绍，我省是历史文化大省，历史建筑数量居全国
第四位。由于我省历史建筑木结构特性，现状保存状态一
般，部分历史建筑急需修缮。 为规范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积极引导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省
住建厅编制了本导则。

按照导则要求， 我省将在遵循不破坏历史建筑风貌及
历史价值要素原则下，积极推动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实现
保用结合、以用促保。同时保护利用活动均应在消除安全隐
患，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采用适宜、科学、绿色、低
碳的保护利用措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现状：我省部分历史建筑急需修缮A

保护：“四原”原则守护历史建筑B

活用：鼓励多样性利用历史建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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