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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1.1自然概况

1.1.1地理位置

永泉村座落在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东南山区最深处的山坳腹地，永泉村属于泰山脉系，

海拔低点五百米，高点近八百米。从村北古代佛家重地莲花山，到西面鬼谷子教学授徒的孟

良台马鞍山，东边的劈山和独山寨，以及西南连接鲁山的诸峰，大山环绕的永泉，就像座落

在绿色山峦中的一颗绿色珍珠，与群峰沟壑一起组成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优美景区。

1.2历史沿革

1.2.1历史沿革

据考证，永泉村建村于明代，由临淄南磨房迁入于姓单姓。清初孟氏由邻村迁入。村庄

在过去就是树木参天的林区。随着迁居村民的增多，开荒种粮放牧等原因，一些普通木本树

种逐渐消失了。但是经济林木却一直完好保存下来并不断增加。几万棵有着几百年树龄的梨

树，杏树，海棠树，柿子树，山楂树，车梁树和楷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里村外，坡上谷

底，路旁和堰边。

1.2.2永泉村的现状

永泉村现状用地主要包括村庄居住用地和道路用地两类。永泉村现状各类用地相对集

中，利于保护发展，但村内用地性质较为单一，公共服务设施、文化设施用地不足，这与村

民以各自建筑开敞空间为公共活动空间的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村内新老民居建筑混杂，

给村内保护发展建设带来一定限制。

永泉村对外交通为永泉路，位于村落北部，通过博兴路、东环湖路、洪峨路接太河镇区。

村内主要依靠贯穿村庄南北的 3米宽水泥路解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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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内路网格局保存完好，但传统居住环境与现代生活方式矛盾突出。保护区内由

于历史原因，传统巷道和民居建筑群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设施落

后，使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受到制约和影响，造成部分院落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的

现象严重。部分建筑破损严重。保护区传统建筑大多为石砌结构，部分房屋破损不堪，结构

缺损、石雕装饰残缺、搭建情况也较严重，一些建筑已成危房。加之消防设施简陋，还存在

火灾隐患。

随着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部分新建筑大量使用红砖、玻璃、铁板、塑料板等，与传统

石砌结构极不协调，严重影响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

1.3社会经济条件

永泉村村域面积 185.86 公顷，现有户籍人口 226 人，常住人口 65 人。主要民族为汉族。

产业以农业为主，以山水景观为特色产业，辅以发展旅游业等。

1.4公用设施

(1) 给水及排水

永泉村落南部有一处泉水，东南部有一处高位水池，通过给水网接永泉村各农户。村内

现状无排水设施，传统排水体系中雨水沿道路路面排入古河道。村民仍使用旱厕，无污水处

理设施。

(2) 电力及电信

永泉村已完成农村电网改造，村内现有变电器，主要问题是电力线路架设随意，缺乏组

织。

(3) 热力及燃气

永泉村内现状无热力燃气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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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卫设施

永泉村内现垃圾收集设施缺乏，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

第二章 历史文化遗产

2.1文物保护单位

(1) 齐长城遗址

齐国建国于公元前 1021 年。八百年齐国，战火不断。齐长城像一道屏障，护卫了家园

的安全。历代永泉人对遗址爱护备至，永泉齐长城遗址是齐长城保护最完善的遗址之一，三

千年的历史标本为后代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古代马鞍山、三台山、永泉劈山、达摩山一带，是晋国、鲁国等进攻齐国的咽喉要塞。

桂陵之战后的十三年，孙膑就致力于防御工事的修筑，首先修了以永泉劈山为主的齐长城中

南段。随后，齐灵公、齐威王又不断将长城沿泰沂山脉向东增修，至齐宣王时就把齐长城修

至东海。

永泉劈山齐长城的外城墙以大山的山崖边沿而建，最高处二十余米，低处也有十米高。

城墙的宽度约一米左右。山头总面积约一万八千平方米，分内外两道防御城墙。三十余座兵

营、烽火台、哨所错落有致地依山势而建。齐长城南大门两边的机关依稀可辨。永泉齐长城

的修建，为齐国的迅速发展，一跃成为群国之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齐长城文化考察团走进永泉，实地勘察，反复论证，最后论定永泉齐长城遗址是目

前中国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齐长城遗址。

(2) 永泉古井

井深 28 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古井明代与山村一起走来。辘轳的绳子，像山路，连

接着清凉的世界。百年古井水质甘甜清澈，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永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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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传统建筑

(1) 千年石门

千年石门高 1.92 米,宽 1.1 米,厚 20 厘米。它雄踞于齐长城的北面，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之天险，桂陵之战后三十年，孙膑修建齐长城复线，其中完工了永泉齐长城的中、

南段。随后，齐灵公、齐威王又不断将齐长城沿泰沂山脉向东增修，至齐宣王时已将齐长城

修至东海。齐长城一直被载入了辉煌的史册。

千年石门就像一个偶然遗忘的小点，它以长长的坚韧背负着远古的内涵，默默地陨灭于

草丛石堆之间。齐长城遗址是历史的文明。那么，千年石门也将成为齐长城文化的经典。万

里长城今犹在，千年石门有几何？

千年石门经历了数不清的枪林弹雨和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它是一种稳固

而永恒的遗留，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遗留。

千年石门有独特的惊世骇俗的古迹魅力和价值连城的考古价值，是齐长城文化的灿烂明

珠。

(2) 烽火台

烽火台是古时烽火连天的战争中用来报警用的军事建筑。古时遇到敌人来犯，白天就点

烟，白天所点之烟就叫燧，夜晚有敌人来犯，就点火，夜晚所点之火就叫烽。点火或点烟有

时一处，有时两处，有时三处。这要看来犯之敌是多少，来犯之敌少，所放烟火就少；来犯

之敌多，所放烟火也随之增多。烽火台与烽火台之间要建在高处目所能及的地方，联络十分

方便。人们只知道烽火台，却不知道烽火台是著名军事家孙膑所创。

齐长城考古学家在全国各地齐长城遗址中苦苦地追根溯源，寻找远古的烽火台。知道了

永泉劈山齐长城，才为之一震，欣喜若狂，亲眼目睹了久违的烽火台。

是和平遗弃了烽火台，是发达的通讯设备取代了烽火台，以致烽火台落寂于乱石杂草中，

但他却执着地守护着颓残的齐长城遗址，眷恋着古长城的残垣断壁。烽火台这些古迹的魅力

是任何新鲜事物所代替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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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歇马堂

公元前 341 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膑在取得马陵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带兵从演马来到

永泉，看到这里山青水秀，林木茂密，欣然命名此山谷为歇马堂。并在这里屯兵歇马，休闲

度假，并写出了不朽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歇马堂一直沿袭直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

老的历史渊源，为永泉打造休闲度假圣地提供了结实的精神基础。

(4) 达摩堂

达摩顶，达摩岭，达摩堂。为帮孙膑达摩显圣此地，按照祖师指点将士挖掘出了泉水，

为纪念达摩之恩孙膑亲命地名。一段美丽而神奇的传说已成为风景。一棵棵古老大树，一块

块万年巨石，人们从这里走过，就好像穿越着时空，在一个神化世界漫游。

(5) 龙王庙

古代永泉风调雨顺，为感谢上苍，永泉及附近村民在明末集资建设龙王庙。传说每逢

天旱少雨，村民自发聚此求雨极灵。此庙曾几次翻建，现庙为齐长城公司顺应民意投善款

于公元 2008 年 12 月在原址修建。

(6) 永泉大佛、永泉观音

永泉达摩堂、歇马堂一带古代是佛教文化的聚集地。达摩顶，达摩岭，达摩堂、劈山岭、

莲花山古时就建有众多庙宇、佛像。相传孙膑率兵鏖战、孟姜女寻夫均受佛祖及观音指点帮

助。马连台战役后，孙膑选择风景如画的永泉劈山东谷休兵度假，并亲取名曰马堂。时值当

年风调雨顺村民安居乐业，为感谢神佛保佑，百姓纷纷解囊欲塑佛祖及观音，以表感激之情。

孙膑闻后大喜，指令大师勘察，确认歇马堂东南山岭建塑佛祖，谷内修建观音，并引栽青竹

护卫。尔后，将军率官兵与村民工匠大干月余建成永泉大佛及慈悲观音神像，相传神佛圣灵，

香火盛旺。几经沧桑，原佛像毁于战乱。公元 2008 年齐长城公司顺从民意，投善资托请京

城高人在原址重塑神像，二期工程将按规划恢复其他佛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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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其他历史环境要素

(1) 百年古树园

据不完全统计，永泉村拥有各类百年以上古树万余株，为保护这些古老的林木资源，永

泉齐长城公司在景区内建立了多个古树保护园，用现代化的方法对这些古树进行科学管理，

使珍贵的历史遗留得以保护，并成为景区靓丽的绿色风景线。人们常说，树是山的衣服。可

是在永泉，大山又仿佛成了树的附属。永泉的树不仅多，古老。而且稀有树种特别多！据考

证，永泉村建村于明代，由临淄南磨房迁入于姓，清初孟氏由邻村迁入。村庄在过去就是树

木参天的林区，随着迁居村民的增多，开荒种粮放牧等原因，一些普通木本树种逐渐消失了，

但是经济林木却一直完好保存下来并不断增加。几万棵有着几百年树龄的梨树，杏树，海棠

树，柿子树，山楂树，车梁树和楷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里村外，坡上谷底，路旁和堰边，

年年开花结果。有些树看似老态龙钟，却依然年年吐芽绽绿结硕果。这些经济林木已成为村

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为人们奉献着甘甜的果实。由于这一片片古老果树的存在，构

成了山村最靓丽的风景线。

(2) 梨花峪

千树万树梨花开。仲春时节，永泉梨花峪百余棵百年古树如雪挂枝，馨香漫谷。游人穿

梭树下，仿佛能听到梨花绽放的声音。

(3) 孟姜女景观大道

为纪念孟姜女传说被核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便于游客观光参观，永泉齐长城公司

于 2006 年投资沿孟姜女当年寻夫的小道为主线建设成绕主要景区的观光路线，并命名为孟

姜女观光大道。该路全长 3公里。起点为老井，途径儿童乐园、孟姜女故居、龙王庙、齐兵

营拓展基地、望家岭、达摩堂、孙膑歇马堂、永泉大佛、观音、梨树园、楷树林、孟姜女文

化公园等观光景点。沿途梯田层层、古树成林、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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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劈山

原名为大寨，相传远古时代是一个完整秀丽的山峰。当年孟姜女之夫修筑齐长城于此。

孟姜女寻夫到达山腰处被官兵阻拦；遥望大寨孟姜女泪流满面痛哭不止，哭至七七四十九天

时，时值雨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一阵电闪过后巨雷响彻云霄，雷鸣电闪中大寨中段城

墙与山体轰然倒塌。大雨过后人们发现山体似被利刀劈开，大寨崮顶赫然分为两处，此后人

们既称此山为劈山。山下山谷为劈山峪、山脊为劈山岭。几千年来一直传续至今。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3.1民俗传说

孟姜女传说

战国时代，为保护国家沿东南边界，齐国大规模修筑长城，国家号召大量青壮年支援建

设。新婚蜜月姜女之夫范杞梁被征入伍。新婚分别夫妻恋恋不舍。

范杞梁走后，姜女一方面耕作农田一方面照顾年迈的公婆，每到夜晚深深思念远方的丈

夫。

几个月过去没有夫君的任何信息，姜女思夫心切，决定去东南方寻找已经从军的夫君反

秦亮，婆媳暂别老少泪流满面。

告别双亲，姜女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夏季的一天终于来到劈山齐长城下的山村永

泉。

几个月的寻找，姜女身体极度虚弱，到达永泉村南时又饥又渴昏死过去。

住在附近的孟氏夫妇，心地善良，发现姜女躺在路边，立即将姜女抬往家中灌汤灌药将

姜女抢救过来。以后的日子，听说姜女为寻夫君，千里迢迢来到永泉，怜爱有加，对姜女如

同己出照顾无微不至，姜女备受感动。

孟氏房后盘山路旁一巨石，正对着劈山之上的齐长城；姜女养病期间，思夫之情不减，

经常站在巨石之上遥望劈山，想念夫君，后人将此石称之为姜女石。

姜女在孟氏夫妇悉心照料下，身体开始恢复起来，由于思夫心切，不等康复姜女就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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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二老到劈山之上，寻找夫君；临别之时老少难分难离，姜女跪拜孟氏夫妇认为义父义母，

姜女含泪泣曰：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养病之情终生难望。孟氏夫妇欣然答应,认姜女为

义女。相传从此姜女又称孟姜女。

孟姜女告别孟氏夫妇，穿过几座山梁，来到永泉齐长城下的劈山岭，被官兵阻拦，因是

军事要地，不允许百姓登山。孟姜女再三求告无用，就在岗哨旁一块巨石之上面对齐兵营长

城呼喊着范杞梁的名字昼夜痛哭，一直口干唇裂，观音菩萨路过此地见之备受感动，手指一

点石瓢飘然而出，瓢中清水始终充满，姜女饮此水后虽不进食不觉饥渴。天复一天，夜复一

夜，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孟姜女思夫彻夜痛哭感动上苍，观音显灵将孟姜女深夜带至劈山

长城根下。面对眼前高高矗立的劈山齐长城，仰望着守城军士，孟姜女泪流满面声声呼叫者

夫君范杞梁的名字......,黑夜在姜女的哭喊声中即将过去，黎明时分突然天中阴云密布，

狂风骤起，暴雨倾盆而下，一阵电闪过后巨雷炸响，朦胧中只见劈山中间岩石与部分城墙在

雷鸣电闪中轰然倒下。尘埃中人们见一白衣女子呼喊着范杞梁的名字，向淄河方向飘然而去。

天明后，人们震惊的看到原为一体的山体似被刀削般劈开，成为南北两寨，倒塌的岩石与城

墙堆积在山下，其中一块巨石赫然横卧在陡的山坡之上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不久人们

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孟姜女于当日清晨在淄河城子附近投河而亡。

几千年过去了，人们研究发现劈山齐长城作为齐国巨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千里齐

长城的一个重要兵营；2006 年国务院确认齐长城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论证劈山为

孟姜女传说发源地。

为纪念孟姜女后人在劈山岭修建孟姜女庙、塑建观音神像并于 2008 年在修建孟姜女故

居纪念馆。而在巍巍的劈山岭上的姜女台建于劈山崮顶下，相传孟姜女就是在这里哭倒了长

城，姜女台正前方十余米处就是孟姜女哭倒的长城倒塌之处。从这里望远群山环翠，梯田层

层，近处劈山巍然屹立，刀削般的山体岩石密集排列为高耸如云的悬崖绝壁，两寨崮顶缺口

的山坡跟前一块巨石在灌木中横卧，偶尔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发出阵阵啼鸣，好一幅令人

震撼的画卷展现在劈山峻岭，无不使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忠贞之神 千古流芳。

3.2饮食民俗

油炸肉蛋是峨庄地区特有的传统美食，以玉米面、豆汁、鸡蛋、肉或蔬菜豆腐为原料，

公
示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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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油炸制作而成，是峨庄地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等重要节日，招待宾朋的必备菜肴。起源

是由于以前人比较贫穷，很少吃肉，逢年过节和亲朋串门时，为了更好地果腹和撑门面，诞

生了这道菜。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做法，户户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是重要节日等重大事项

的必备美食，常被农家当做招待客人的最后一道菜。这道传统美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家乡

的味道。

第四章 相关规划

永泉村相关规划主要有《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淄博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含临淄）》、《淄川区太河镇总体规划（2018-2035）》、《淄博市淄川区永

泉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1) 《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规划重点提出“加快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制定和完善保护措施和管理

规定。”

永泉村位于规划市域旅游资源的“南北生态轴”以高青黄河与温泉—桓台马踏湖生态湿

地—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大鲁山山地生态旅游区—沂源溶洞及沂河生态长廊为主线，发展生

态休闲、观光与生态、温泉度假等旅游产品，形成贯穿全市的生态旅游轴线。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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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淄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含临淄）》

永泉村作为规划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名村，规划提出相关要求：

1) 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镇村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改善交通条件与基础设施，采用多种方

式传承历史文化内涵，延续传统风貌，科学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2) 重点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内的文物古迹，传统民居建筑。

3)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各镇、村保护规划，在保护规划中划定保护界线，制定具体保

护措施。

4) 要继续做好历史文化镇村普查、认定和公布工作，对其他有历史价值的村落进行保护，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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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申报各级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5) 同时为同等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村庄，保护措施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执行。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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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淄川区太河镇总体规划（2018-2035）》

永泉村属于峨庄旅游服务区，同时打造生态旅游产业轴：位于峨庄片区，洪峨路作为

生态旅游发展轴线，以自然资源为载体，将诸多自然资源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成一

条休闲旅游网络。

同时打造山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区域以太河镇镇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为主题，

重点突出旅游休闲度假功能，该区域包括齐山休闲旅游度假区、潭溪山旅游风景区、峨庄

瀑布群景区。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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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问卷调查情况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永泉村历史文化名村居民问卷调查表

各位居民：

为了更切实地了解广大居民的实际生活居住情况，全方位了解居民对永泉村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想法及意见，更好地实现保护永泉村的目标；请您协助填写

下表。本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正误之分，请按实际情况和本人意愿填

写。谢谢合作! 请选择（在序号上打“√” ）或填写与您相符合的答案：

 关于您家庭的问题

1、您的性别： ①男； ②女。 您的职业为 。

2、您的年龄： ①18 岁以下； ②19~35 岁； ③36~60 岁； ④60 以上

3、您家里共有 人；其中学龄前（8岁以下） 人，青少年（8~18 岁）

人，青年（19~40岁） 人，中年（41~60岁） 人，老

年（60岁以上） 人。

 关于居住情况

4、您的住房为： ①公房； ②私房； ③租用； ④集体所有

5、您住房的建设年代为： ①明； ②清； ③民国； ④建国以后至 80 年

代； ⑤80 年代以后

6、您现在的住房面积为 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间房。

7、有无以下设施(在已有的序号上打“√”)：

①独立厨房； ②独立卫生间； ③抽水马桶； ④自来水； ⑤电话； ⑥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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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互联网网络。

您认为目前需要迫切增加的设施是

8、垃圾收集、污水排放情况：

①有/无(请勾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② 有/无(请勾选)系统的排水设施；

③如无，一般处理方式，直接扔放或排入附近沟渠/作为农家肥进行处理（请勾选）。

9、您认为您居住地点生活服务设施（集市或菜市场、日用品百货、邮电局、银行、

幼托、学校、医院、绿化设施、公共娱乐设施等）是否方便：

①方便； ②一般； ③不方便,其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比较不便。

10、你一般在何处休息聊天：

①自家院落；②附近街巷胡同；③庙宇、村委会等公共场所；④其他

11、您认为您居住地点人文环境状况：

①邻里相处融洽，希望延续这种相处关系； ②租户多，比较拥挤，状况一般；

③脏、乱、差，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居住状态；④其他

12、您出行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为：

①步行；②自行车；③人力三轮；④摩托车；⑤公交车；⑥其他

 关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问题

13、您对老房子的看法：

①完全保留； ②基本保留、局部改造； ③只留下代表性的； ④拆除重建成仿古建

筑； ⑤拆除重建成现代建筑； ⑥其他

14、您希望历史居住地段的居民：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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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持现状； ②迁出部分住户； ③全部迁出至新区； ④自己迁出

15、您希望居住的房屋形式：

①新式多层住宅； ②传统合院； ③新旧结合（旧式建筑，新式内部设施）

16、您对永泉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工作的了解程度：

①很多； ②一般； ③很少； ④一点都不了解

17、您会主动向他人介绍村庄的历史典故吗：

①能； ②不能； ③看自己心情

18、您对永泉村印象最美好的地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您对永泉村印象最差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0、您 对 这 次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保 护 规 划 有 哪 些 意 见 或 建 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永泉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居民问卷部分）

调查时间：2021年 9月

调查地点：淄川区太河镇永泉村

调查方式：问卷

调查数量：发放 120份（户），回收 100份

调查对象：本村村民

一、关于永泉村居民的家庭状况

1、村庄住户的职业情况：（有效问卷 92份）

农民 97.2%

其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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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庄住户家庭得人口结构：（有效问卷 98份）

未成年人（18岁以下） 8%

青年（19—40岁） 14.5%

中年（41—60岁） 23.4%

老年（60岁以上） 45.9%

<分析>居民以中老年人居多，特别是 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占据绝大多数人口。

3、住户家庭的人口状况：（有效问卷 92份）

1～3 人/户 84.8%

4～6 人/户 13.2%

6 人/户以上 2%

<分析>每户居民人数不多，以少于 3 人为主。

4、户均居住房间数约为 3.5 间/户（有效问卷 93 份）

二．关于历史街区居民的居住情况

1、住房产权归属状况：（有效问卷 91 份）

住房为公房（集体所有）的占 0%

住房为私房的占 100%

住房为租用的占 0%

<分析>居民住宅绝大多数为私房，仅少部分为公房。

2、 住房历史年代状况： （有效问卷 96 份）

始建年代为明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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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年代为清代 12.2%

始建年代为民国 8.2%

始建年代在 50 至 70 年代 37.9%

始建年代在 80 年代之后 41.7%

<分析>永泉现存建筑的始建年代最早为清代，在 80 年代初曾大规模改建，从而

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风貌状况。

3、 住房内现代生活设施的配备情况：（有效问卷 96 份）

有独立厨房 56.3%

有独立卫生间 29.2%

有抽水马桶 8.2%

有自来水 100%

有电话 98.2%

有有线电视 88.5%

有互联网网络 90.6%

<分析>永泉居民几乎都拥有了自来水、电话、有线电视等生活设施，但仍有相当

一部分住户无法享受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等厨卫设施。

4、垃圾收集、污水排放情况：（有效问卷 93 份）

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 80%

有系统的排水设施 75.6%

直接扔放或排入附近沟渠 5.3%

作为农家肥进行处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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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居民拥有必备的垃圾收集点和排水设施。

5、 居民对生活设施的评价：（有效问卷 94 份）

方便 90.5%

一般 5.9%

不方便 3.6%

<分析>居民普遍认为生活服务设状况方便。

6、 居民对人文环境的评价：（有效问卷 93 份）

认为邻里相处融洽，希望延续这种相处关系的有 95.4%

认为住户多，比较拥挤，状况一般的有 0%

认为脏乱差，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居住状态的有 4.6%

<分析>永泉居民对居住环境以及现在的邻里关系仍然保有较大的好感，希望能够

延续这种人文氛围。

7、 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有效问卷 9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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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自家院落休息聊天 8.3%

多在附近街巷休息聊天 85.7%

多在庙宇、村委会等公共场所休息聊天 6%

<分析>永泉居民喜欢在附近街巷休息聊天，所以规划中对村落街巷的塑造和处理

中应多加注意。

8、 村庄居民的出行方式情况：（有效问卷 96 份）

步行 7.7%

自行车 10.8%

人力三轮车 2.6％

摩托车 32.7％

公交车 4％

电动车 42.2％

<分析>居民出行方式多为摩托车和电动车，辅以自行车和步行。由此而看，村庄的尺度

在非机动车和步行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关于居民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意见

1、居民对待古建筑保留政策的意见：（有效问卷 82 份）

建议完全保留 66.7%

建议基本保留、局部改造 9.7%

建议只留下代表性古建筑 23.6%

建议拆除古建筑，重建成仿古建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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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拆除古建筑，重建成现代建筑 0%

<分析>绝大多数居民建议对古建筑基本保留、局部改造，反对建成仿古建筑和现

代建筑。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对保护呈积极态度。

2、村庄居民对待居民搬迁政策的意见：（有效问卷 87份）

希望维持现状 85.6%

希望迁出部分住户 0%

希望居民全部迁出至新区 14.4%

自己希望迁出 0%

<分析>希望村庄维持现状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证明当地居民对自己的家乡抱有的

热爱，这将是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中的积极支持力量。

3、 居民对居住形式的意见：（有效问卷 99 份）

希望居住在新式多层住宅 23.5%

希望居住在传统合院 65.3%

希望居住在旧式建筑，内部使用新式设施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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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居民大多希望继续居住在传统合院中，这种态度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及

改造也有正面作用。

4、 居民对保护工作的了解程度：（有效问卷 89 份）

了解很多 0%

了解一般 9.5%

了解很少 28.0%

一点都不了解 62.5%

5、 居民对保护工作的热心程度：（有效问卷 93 份）

能主动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74.0%

不能主动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19.6%

心情好时愿意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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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的居民都能主动向他人介绍村落的历史典故，对保护工作有一定热情，

这是支持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又一强大内力。

公
示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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