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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传统村落”工作营属于上海交通大学“万人计划”项目，旨在培养学生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 

本次工作营即将举办第五届，过去的四届工作营活动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效

果，也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潜力，先后获得了多项重要荣誉奖励，包括：2018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大赛特等奖，2018、2022年“知行杯”

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优秀指导教师（曹永康、杜骞），2022年共青团中央

“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品牌项目，2022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

项目大赛一等奖，2022 上海交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评优特等奖，2022 年上海交

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罗兰 赵浩达 姜亚君 隋君伟 田娣），2023年上

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 

本届工作营第一阶段在中国云南省打渔村进行，本次仅招募第一阶段学生。以下

是本次工作营具体活动通知。 

 

一、工作营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数量锐减，现存的村落也存在人口空心化、经济发展失能

等问题，亟待转型。在国家“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战略的引导下，自 2018年起，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开启了“拯救传统村落”系列实践，不断探索具有一定可

推广性且因地制宜的传统村落新发展模式，赋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云南拉市海 



2023 年，作为“拯救传统村落”系列活动的第五届，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始终勇于直面新的难题。当今社会，伴随着村落发展与生产用地的开发，

大量湿地湖泊遭到人为破坏，人地关系失衡，生态问题严重。因此，本届工作营

以“人地共生”为主旨，从多元角度看待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

并将今年工作营的活动地点最终选定于云南省拉市镇打渔村。 

打渔村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北侧，是拉市镇唯一一处临水而建的村庄。

村庄自然生态环境优美，西面背山东面临水，依山傍水，山水相依。房屋整体布

局由山上逐渐蔓延到拉市海边，顺拉市海呈带状发展，沿山水错落排布，与拉市

海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每到冬季，拉市海会有约 3万只候鸟前

来过冬，其中包括特有珍惜濒危鸟类 9种和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具有极高的

生态价值。 

 

▲打渔村的传统建筑 

打渔村民居依靠拉市海而建，在山林与园林之中高低错落，白墙灰瓦或隐或现。

这些民居大多建于明代，是极具特色的纳西族传统民居，不仅在整体布局上呈现

出“三房一照壁”或“一进两院”的独特院落式格局，也在建筑构造、绘画雕刻

等方面匠心独具，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打渔村也在 2021 年

12 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与此同时，打渔村村落保护也存在诸

多问题，如现代文明与旅游开发对村庄本土纳西文化的冲击、传统打渔技能的消

亡和空心化老龄化的日渐严重，这些问题都时刻影响着村落保护与生态文明。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承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 

丽江市人民政府 

玉龙县人民政府 

丽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协办单位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二、工作营主旨 

本次活动将以线下方式开展实践，邀请港澳高校中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设计

学、社会学、人类学、农村经济管理类等学科的大三及以上在读学生。预计招募

港澳学生 10名。 

工作营主要工作包括： 

· 为打渔村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兼顾水域的保护与

生态治理，文化遗产的传承； 

· 采用低碳理念对传统民居的改造与利用做出适应性设计，服务当地旅游

业与文化保护传承； 

· 对湖泊生态治理提出设计概念。 



 

▲打渔村的现代建筑 

 

三、日程安排 

天数 日期 时间 事项 

第 1 天 24/07 

白天 报到/注册 

晚上 
 

破冰活动 

第 2 天 

25/07 
 

上午 
 

传统村落开幕式及研讨会 

下午 村落调研 

第 3 天 26/07 
 

全天 社会学调查，历史建筑调查与测绘 

第 4 天 27/07 
 

全天 周边村落考察，小组讨论 

第 5 天 28/07 全天 小组讨论方案，老师辅导 

第 6 天 29/07 
 

全天 小组讨论方案，老师辅导 

第 7 天 

30/07 
 

上午 
 

小组讨论方案，老师辅导 

下午 最终汇报 

 

说明：具体安排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打渔村拉市海 

 

四、指导老师及评委 

本校导师 

 

曹永康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黄印武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 

 

杜骞 助理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 

 

外校导师 （拟定） 

 

许懋彦  教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系 

 



贺勇  教授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刘骁 助理教授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梁晓旭 博士后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部 

 

五、报名时间与报名方式 

活动发布：2023年 6月 

报名时间：2023年 6月 9日至 7月 2日 24：00 

报名方式：请港澳高校发送学生的报名表格到 ohmt@sjtu.edu.cn,同时请报名学

生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表，如有简历/作品集等附件，请发送至邮箱

xiansjw@163.com，邮件主题请统一命名为“2023 拯救传统村落工作营报名+姓

名”的格式。报名结束后，工作营将对报名学生进行遴选。 

 

 

六、相关信息 

1. 竞赛费用 

活动费用：港澳高校参与者由居住地往返活动地点的交通费由本人承担，授课费

由组织方承担。港澳高校学生的食宿将由工作营资助，如发生其他额外费用，由

本人承担。 

* 所有参与者需购买活动期间的人身保险。 

mailto:%E8%AF%B7%E6%B8%AF%E6%BE%B3%E9%AB%98%E6%A0%A1%E5%8F%91%E9%80%81%E5%AD%A6%E7%94%9F%E7%9A%84%E6%8A%A5%E5%90%8D%E8%A1%A8%E6%A0%BC%E5%88%B0ohmt@sjtu.edu.cn


* 报名且入选者请在收到入选短信通知后，根据短信内容及时添加工作人员微

信，并在线缴纳报名费用，报名费将在现场报到时退还。 

2. 联系方式 

实践相关事宜咨询：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 隋君伟 

电子邮件：xiansjw@163.com 

项目合作及媒体咨询：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邮件：ahc@sjtu.edu.cn 

微信公众平台：上海交大建筑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港澳高校联系窗口： 

上海交通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吴家兴 

电话：0086-21-34206752 

邮件：ohmt@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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