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张佳英

在热闹快乐的氛围中，首届中
国大运河庙会 21 日圆满结束。带
着家人去捧场的陈女士，心里老在
回味着庙会的闹猛好玩：庙会的人
气太火爆了，我光是过个拱宸桥，就
花了半个小时⋯⋯

据统计，首届中国大运河庙会
短短 4 天时间，云集了 89.9 万人次
的游人。相比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
百万游客，庙会的人气超出了很多
人的预估。

运河庙会那么红火说到底，就是
“老底子、老把戏，传承历史记忆、蕴
含古城魅力”，尽显运河文化特色。

彩船嬉歌行中，18 座运河城市
独具韵味的运河风情；非遗集市上，
能工巧匠们的妙手生花；目不暇接
的南北把戏绝活踩街，百家争鸣的
民间达人秀，传统素食文化的“三素
食集”等，亮点纷呈。而老杭州游园
会，更是好评连连⋯⋯

“老杭州喜欢的，就是它的怀
旧味。”一位市民说，滚铁圈、打陀
螺等老底子的娱乐，让人好好地过
把儿时的瘾。捏泥人的摊位上，七
彩的橡皮泥一溜摆开，费力挤进去
的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一股甜
丝丝的味道从糖葫芦摊前飘出来，
锅里的糖浆“噗噗”冒着泡。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小热昏”，乐

得观众们高喊“再来一个”。
庙会，就是那种传统的集市，流

传好多年的玩耍、买卖的热闹场
所。好吃的好玩的汇聚在一起，溢
出的是那传承下来的民间味儿。它
没有现代的“高大上”，可却是发靥
有趣味的东西。不管是老杭州游园
会，还是民间达人秀，仔细品味，其
骨子里挥发出来的，都是鲜活而又
古老的乡愁记忆⋯⋯

既然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后的首场运河庙会，自然少不了
运河元素。沧州武术表演、吴桥
杂技、常州“调犟牛”表演，京、昆、
越剧折子戏等等，除了大运河沿
线的民俗特色，运河杭州段本身
也成了亮点，如拱宸桥、漕舫船、
桥西历史街区、大兜路历史街区
等等。怪不得有人喟叹：以前没
游过运河，这次就想坐趟漕舫，排
了几个小时队也值的。

结束的这天傍晚 5 点多，水上
巴士码头仍排着长队，还有不少外
国人。杭州水上巴士公司员工说，
庙会期间，日客流量四五千人是常
态，周日竟飙到了9000多人次！

杭州市运河集团的负责人表示，
举办大运河庙会的目的，是宣传古老
的千年大运河，让市民朋友们能认识
大运河，关爱和保护好大运河。“以后
还要办，希望将中国大运河庙会打造
成杭州运河特有的金名片”。

传承历史记忆
展现古城魅力
首届中国大运河庙会赢得赞扬声

成 果

“浙江记忆·浙山浙水浙乡愁”
的第二项重大内容——寻找“浙江
记忆·我心中的最美‘浙’景”摄影大
赛，近日正式开启。

“ 浙 江 记 忆·浙 山 浙 水 浙 乡
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街区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集中
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由省建设厅联
袂浙报集团举办。自6月30日启动
以来，持续受到全省各地的热烈关
注和积极参与。

做好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
用，是建设“两美”浙江的具体行动
和重要载体。本次摄影大赛的主
题：围绕“浙江记忆”集中宣传展示
活动的主旨，以摄影人的视角，展现
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工作的丰硕
成果，展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的新风貌、新形象、新经验之浙江样
本，更好地保护活态的自然文化资
源，吸引社会大众亲近自然文化遗
产，浓厚“乡愁记忆”，集聚保护利用
的正能量，推进我省保护利用工作
迈上新台阶。

摄影大赛的拍摄对象为，我省
范围内（含国家级和省级）的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以及风景名
胜区。目前我省已有经国务院或省
政府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19
座（含历史文化街区 80 处），中国和

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 126 个；
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公布的风景
名胜区59处。

具体名单，详见浙江日报6月30
日第12~13版：《浙江记忆·浙山浙水
浙乡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街区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集中宣
传展示今启动》http://zjrb.zjol.com.cn/
html/2014-06/30/node_7.htm；8 月 15
日第12版：《全省历史文化街区一览表》
http:/zjrb.zjol.com.cn/html/2014-08/
15/node_7.htm。

摄影大赛面向社会公众，参赛
对象不限。请您从诸如保护管理
理念、历史文化遗存、自然人文景
观、生态环境保护、公共设施服务
等方面的视角和感受，撷取您心中
的最美“浙”景——保护、利用工作
做得好的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风
景名胜区，摄下最好的镜头、最美
的画面。截止时间为 12 月 31 日。
参赛作品，请发到“浙江记忆”邮
箱：3136701686@qq.com（原公布的
qq 邮箱因故停用）。

摄影大赛结束后，由组委会初
选出入围作品100幅（组），请社会公
众投票，从中评选出50幅优秀作品；
结合专家组评议、终审，决出最终获
奖作品名单。活动结束后，进行授
奖。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二
等奖 3 名，奖金各 3000 元；三等奖 6
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40名，奖
金各200元。

寻找“我心中的最美‘浙’景”

“浙江记忆”
摄影大赛启动
参赛作品发至邮箱3136701686@qq.com

近日，建德市政协、市委
统战部联合议政新叶古村保
护利用工作。在实地视察后
召开专题议政会，就新叶古
村景区定位、运行体制、业态
培育、规划引导、项目推进、
文化挖掘功能、加强管理等
发表了意见建议。

新叶村建于南宋嘉定十
二年（1219 年），至今完好地
保 存 着 16 座 古 祠 堂、古 大
厅、古塔、古寺和 200 多幢古
民居建筑，以五行九宫布局，
被誉为“中国明清建筑露天
博物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近年来，建德加大新叶
古村保护利用力度，大大提
升了古村的知名度，游客人
次、营业收入均增长数十倍。

方 韦 甘 雯 摄

项 云

松阳的老街俗称南直街，位于
小城的南门。如用一种颜色来形容
它，有别于新城的橙黄欧意，它是灰
色的。青色的砖，灰色的瓦，老旧的
窗花，被几代人把摸过的深棕色木
门，在晨里闪着年轮的光。

小城有着 1800 年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老街的留存是一个索引，
它的平和古韵，不是豪华铺就的马
头墙。它的烟火气息，不是商贾林
立的见缝插针，它的沉静故我，一
如仓央嘉措的诗句：“你来，或者不
来，我就在这里，寂静欢喜。”

“吱呀”一声犹如晨光中荡开的
涟漪，从这声启门开始，老街复苏着

一日又一日的等待。
老街呈现的是散漫的节奏，朴素

自然。穿着蓝色布卦衫的奶奶从门
里探出头来，看一眼无人的街道，梳
子服帖着头皮，一丝不苟的将银丝扎
起。二楼的木窗被推开，媳妇抖起红
绿的锦被，就着日光挂在栏杆上。对
门的阿公提着篮子，里头放着装豆腐
脑的碗与零钱，后面跟着个睡眼惺忪
的孩童。渐渐的人头攒动起来，三姑
六婆交谈今早的新闻，车夫踩着三轮
车悠悠经过。人们互相寒暄示好，却
并不着急离去。家居的人们开始拎
出煤炭炉生火，随着芭蕉扇摆动，炉
火冉冉腾起。一米多宽的青石板，幽
深的伸向远方⋯⋯

阳光照进门扉。白发苍苍的老

妪，和往常一样掀开杂货摊上的蓝印
花布，拿出新的扇面做年轻时的女
红，穿针引线。偶尔抬手拿针线滋一
下头发，看一眼街巷深处，犹似在思
忆逝去的岁月。编蔑篮的、扎花圈
的、剃头店、麦秆扇编织、钉秤的，人
像绘画、草药铺、打铁店⋯⋯各自开
始一天的营生。光顾的大都是些老
主顾，在边谈边笑中就达成了默契。

日已近午，随意寻一家面店吃
面。“佰仙面馆”，厅里放着两个旧方
桌，几把老旧的木椅，穿过门厅向
里，湿润的青砖上摆放着几盘幽兰，
砖墙缝里生着青苔。女主人 40 多
岁，清爽利落，早早的把面和好，将
新鲜的猪肠放在大灶里淖水烧制。
男人带着笑意添着柴火，见女人拿

不起装满猪肠的锅，便赶紧接过，虽
无言语，却默契有致。沿街叫卖自
家菜的，进来叫了碗面。宽而白，柔
而韧，铺上红的酒糟肚肠、黑的梅
干、绿的香菜，衬着蓝花白底的海
碗，别样风情。

黄昏余晖渐盛。劳作一天的汉
子，独坐门前小桌，自斟一杯，慢慢
缀饮。酒足饭饱，约老友石桌前杀
上几盘，真真是“晚酒一两杯，夜棋
三数局”。边上几位老人，谈三国故
事，议古论今⋯⋯

曲转迂回，行至巷深。
一处古旧的门楣，木匾上火刻

“三九房”，斑驳的砖墙上爬满绿植，
藤蔓伸展到屋檐，如一帘绿梦。不知
谁家的石榴树斜出三两枝，沉甸甸的
挂满了枝头。一群鸽子在院墙上悠
闲地梳理着羽毛，多了一点闲适。小
巷幽深，每一条巷，都有它的终点，独
径悠长，在通往松阴溪时，戛然而止。

面江、望山、凭栏，那应是老街
的尾声⋯⋯

我心中的最美街区

深巷古韵 在水一方

调研历史文化
名村提升发展

张梦瑶 周丽芳

10 月 18-19 日，由仙居县风景
旅游管理委员会主办，仙居县风景
旅游管理局、仙居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白塔镇人民政府、浙江神仙居
旅游集团协办，中华户外网承办的
2014 中国·神仙居全球首届高空扁
带挑战赛，暨永安溪绿道彩虹跑活
动，在仙居举办。

走扁带，英文名 Slackline，即
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扁带之
上，保持身体平衡，甚至完成各种
技巧动作的新运动。它是由国外
的登山者在走钢丝运动的基础上
开创出来的。神仙居景区是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4A 级旅游区，
亦 是 仙 居 风 景 名 胜 区 的 核 心 景
区。典型的火山流纹岩地貌造就
了奇峰险崖、绝壁天坑、流泉飞瀑，
山体景观之神奇令人叹为观止。
行走在神仙居景区，既能领略一览
众山小的绝妙景观，又会被悬空缆
车、高空栈道、云中索桥吓得连声
尖叫。在这样的景致中，3 位来自

欧洲最顶级的扁带高手以及国内
扁带高手，采用自我保护方式行
走，挑战世界走扁带第一人迪恩·
波特的世界纪录。

永安溪绿道始于城区永安公
园，止于 4A 级风景区神仙居，全长
76 公里，串联神仙居、高迁古村、永
安溪漂流、石仓洞及薰衣草、草莓、
蓝莓基地等自然与人文的景区。沿
途建有驿站和自行车租赁点，可为
游人提供自行车租赁、快捷餐饮等
服务，是居民户外散步、自行车运动
休闲、游客山水观光旅游的景观游
憩线路。

10 月 19 日 9:30，彩虹跑起跑仪
式开始，全程4.2公里。彩虹跑(rain⁃
bow run)是一项推崇健康、快乐的跑
步活动，在传播快乐和正能量的同时
也在推广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
人们多参加户外活动。

当晚，1000 多名来自全国的
户外运动爱好者将露营神仙居景
区，在神山秀水中安营扎寨，深入
感受人间仙境——仙居的独特魅
力。

永安溪绿道彩虹跑仙居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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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媛媛

临海桃渚古城因戚继光抗倭而
闻名，建成于明朝正统八年（1443
年），是当时浙江东南沿海为抗倭而
设的 41 座卫所之一。目前，古城里
还居住着 360 户人家。但由于年久
失修，城内的基础设施和文物本体
已较破败。桃渚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获悉，桃渚城被列入国家文化与自
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
投资估算 2350 万元，其中中央专项
补助 700 万元。据了解，这笔钱将
全部用于对古城基础设施的维修和
环境整治。

经过近 600 年的风吹雨打，饱
受沧桑的古城保持了古朴的原貌，
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抗倭卫所。
桃渚镇党委副书记单益波介绍，
2001 年，桃渚古城因其特殊的历史
文化意义，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供电、消防等

基础设施的不到位，给古城的保护
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对古城进行维
修已经迫在眉睫。

去年下半年，桃渚镇拟定项目
可研报告，今年 4 月正式申报国家
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项
目。经过半年的努力，7 月初终于
拿 到 批 文 。 项 目 总 投 资 估 算 为
2350 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补助 700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 1650 万元。按
专款专用要求，这笔钱只能用于古
城保护设施等方面，具体为步行道
铺装、供电线路改造、消防设施、安
防设施、给水管线等等。

“这是我们保护桃渚古城的第
一步。”单益波说，今年，他们先把古
城的基础保护做好。同时，已经启
动《桃渚城文物保护规划》修编，为
今后桃渚古城的保护利用提供法律
依据。下一步，还要向国家有关部
门继续申请批准对文物本体的维修
许可和项目资金。

临海桃渚古城将大修

神仙居举行首届高空扁带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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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顾志鹏 通讯员 房轩中

近年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启动实施了历史建筑保护
工作。通过“科学保护、合理利用”，
形成了以文脉保护、民生改善与城
市有机更新融合发展为特色的“杭
州模式”，为“美丽杭州”增添历史韵
味和人文光彩，为改善民生和城市
建设开辟了新的途径。短短几年
内，3 次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等荣誉。

创新推进历史建筑保护
历史建筑是一项在“家门里”的

工程。在具体实施中，杭州市住保
房管局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

率先建立“应保尽保、有序递补”机
制，克服历史建筑风貌保护和现代
使用需求结合难等难点，创新了具
杭州特色的保护理念、保护方式和
激励机制，形成了政府、业主、市民、
专家、媒体“五位一体”，文脉传承、
民生改善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多层次
保护体系。

在历史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合理
利用和民生改善之间，找到一个最大

“公约数”。创立“分类保护，综合保
护”模式，实现历史风貌保护与民生
改善的多赢。在“修旧如旧、原汁原
味”原则指导下，创新“评估定级、分
类修缮、一幢一策、综合整治”的保护
方式，科学设定建筑等级，分级确定
修缮使用标准。将历史建筑的保护

与西湖、运河、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
危旧房改善等重点项目结合，实施综
合保护、有机更新。在对建筑进行修
缮、恢复历史风貌的同时，还合理增
配厨卫、排污、消防等设施，更新老化
的水电管线，拆除违法搭建，改善周
边绿化环境。创造性地将现代环保
技术运用于老房子中，提升了房屋的
安全性、功能性和舒适性，实现了老
建筑、原风貌、新价值。

传承延续杭城历史文脉
杭州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成

功抢救保护了 336 处自明朝末年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地理跨度从 6 个
老城区拓展至萧山、余杭及周边 5
县市，总建筑面积 50 余万平方米的

历史建筑保护“点”。成功修复了北
山街、中山路、小河直街等多条沿
山、沿河、沿街分布的传统风貌集中

“线”，完整保护了梅家坞、留下老
街、拱宸桥西等 26 处，风格迥异的
成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面”。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通
过历史建筑保护，保留了以南宋御
街·二十三坊为代表的南宋文化，以
小河直街、桥西街区、大兜路等特色
街巷为代表的运河文化，以及以南
山路、北山路为代表的民国商业风
情文化，延续了“老杭州”最根本、最
典型的历史文化脉络。同时，为西
湖、运河申遗成功以及良渚遗址申
遗助力，提升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
的城市品位和文化软实力。

在保护、利用和民生改善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杭州历史建筑保护获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