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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走进浙江城乡，探一处、观一景，街

头巷尾、古树老屋、山川河流会“说话”，
讲述着独具特色的江南故事。

我省高度重视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提出到2025年，基本构建多层
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统完整的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和不敢破坏、
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

曾经的斑驳历史印迹，如今有哪些
新的“打开方式”？在城乡建设中如何更
好保护文化遗产、守住文化根脉、彰显浙
江气质？围绕“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主题，省政协组织课题组深
入杭州、绍兴、金华、台州等地走访调研，
并召开民生协商论坛，一个个解题思路
在多方探讨中逐渐形成。

更全——
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

今年夏天，大运河杭钢公园正式对
外亮相，约10万平方米公共空间建成试
运营。杭州百年工业历史、千年运河文
化交融共生，呈现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
化面貌。

“大运河沿线是杭州近代工业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汇集了杭钢等一批近现
代工业企业。”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赵弘中介绍，杭州在
推进大运河沿线区域开发与整治的同

时，高度关注区域内代表城市记忆的工
业遗存梳理和文化挖掘，提出了“一揽
子”保护名录。

“这说明，在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
‘重古代、轻近现代’‘重单体、轻整体’
‘重本体、轻环境’等情况，正在不断改
善。”这是课题组成员的共识。

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
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陆续出台一系列
政策，推动历史文化保护理念不断提升、
保护对象不断扩充。去年，我省出台《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按照空间全覆
盖、要素全囊括的要求，系统完整保护各
类历史文化遗产，重点加强对近现代历
史文化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的
普查。

“这就要求把原来条块分割、碎片化
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
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吕建
楚表示，调研协商过程中，课题组围绕

“完整性”提出了很多建议，如进一步完
善省市县各层级以及住建、农业农村、水
利、文旅、文物等各部门统筹协调机制；
完善调查建库、申报审核、规划编制、底
限管控、有序建设、评估督导、绩效评估
等流程化、规范化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台州市政协委员、深圳清舍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负责人付晓辉还从古城保护
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加强规划及顶层策
划，打破当下的行政领域壁垒，从历史的
文脉、水脉、山脉、人脉等的不同层面，追
溯历史渊源，开展多片区多城市之间古
城保护规划板块联动，形成纵横交错的
省级文脉地图。”

除了规划、协同等方面的破题，课题
组认为，还需把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新理念新要求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上并
加以落实。赵弘中建议，尽快开展工业
遗产保护相关地方法规、规章的制定工
作，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
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省政
协委员、丽水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华之芬
建议，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保护法规体
系，加快推进省级保护条例修订，编制相
关标准规范，督促、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研
究出台保护管理和技术指导政策。

更活——
以用促保、活化利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用促保、活

化利用是对历史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
传承。

这，也是课题组调研协商的重点。
去年秋天，杭州的“一抹红”火了，德

寿宫遗址博物馆外的红色围墙，引来不
少人“打卡”。出圈的背后，是古典之美、
传统之美在新时代不断发出的新芽。

“在浙江，类似的新兴网红景区还有
不少。它们在修复重建和合理利用后被
打造成城市历史文化展示、传承和交流
的公共文化空间，使历史文化和现代生
活融为一体。”省政协委员、省古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远征认为，
在创造新的文化地标过程中，需关注运
营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如狭窄街巷因公
共服务、环卫等设施老旧等问题导致的
人气不足问题。

他建议，除出台制定适应“窄巷子”

特点的标准规范、技术导则外，还可通过
加大传统街区周边城市服务配套力度等
方式，激发街区活力。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科
技、人文与经济，因“结合”而打开了新的
空间，创造了新的可能。从调研情况看，
我省各地持续探索，已形成一批较具代
表性的“浙江经验”。

比如，为了让名人故居“潮”起来，绍
兴不断创新文旅业态，从文化创意、数字
化发展、生活化和时尚化利用等方面切
入，使其气质更加多元，并通过创新各种
个性活动，让单一展示的名人故居变得
精彩有趣，为游客追寻名人足迹提供更
好的体验。

其中，浙江走在前列的本领之一——
数字化，成为调研协商中委员和专家们
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省政协智库专家、省文化和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相华认为，通过智
慧化迭代，可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更加“平
易近人”，“充分利用数字孪生、虚拟现
实、物联网、区块链等新科技，积极融入
元宇宙场景，创新开发城乡建设中文化
遗产展陈、互动和转化的方式，加快应用
到旅游发展中，同时聚焦现代技术手段，
实现文化遗产全景式、立体式、智慧化、
活态化展示，使游客沉浸于智慧化手段
所营造的文化场景中，增强游客与文化
遗产之间的互动性，让他们更好地读懂、
理解、热爱文化遗产。”

加快保护与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也
被省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认为是一种可行
的方式。他们建议，分级分类建立保护
数据库和数字档案，推动数字化信息采

集、画像分析、管控检测，形成全省历史
文化遗存空间信息及管理“一张图”，同
时加强数据多部门整合共享，实现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施管控、动态
监测、定期评估和及时预警。

更深——
挖掘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

在本次调研协商中，课题组成员还
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深入挖掘各类历
史文化的文化价值、精神内涵，讲好城乡
建设中的“中国故事”，使其内化为人民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产生强大社会凝
聚力，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应有
之义。

例如，古村落的原始价值是居住和
生活，经过历史的洗礼后，沉淀下宗族传
衍、俚语方言、生产方式等大量的历史文
化信息，寄寓着丰富的情感和理想，与古
建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省共有
4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636个省级传
统村落。

“要深挖每一个古村落深厚的历史、
每一幢老屋记载的祖辈创业故事、每一
块土地上历代家族的变迁史，并予以研
究、传承与转化，构建有故事、有烟火气
的文旅空间，守住乡土根脉，坚定文化自
信，从而达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共同富
裕。”金华市政协委员、兰溪市政协副主
席陈兴兵建议。

湖州市政协委员、中规院长三角文
旅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畅，把目光
投向了讲故事的另一有效载体——乡村

博物馆。
2021年，浙江作为全国3个试点省

份之一，率先启动了乡村博物馆试点工
作。一座座带着泥土气息的乡村博物
馆，或传承红色文化，或回顾乡愁记忆，
或介绍地方名人，或展示当地优势产业
和资源，成为广袤乡间新的人文风景。

“但在建设运营中，还存在同质化
较突出、运行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指导
等短板。”刘畅建议，注重挖掘富有地方
特色的珍稀藏品、资源，凝练并提取有
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建设有记忆点、承
载乡愁、富含特色的展馆，同时积极运
用农事参与、民俗表演、数字还原等更
加多元丰富的方式，为参观者提供视
觉、听觉、触觉全方位体验，不断提升观
赏性和吸引力。

“结合农作生产和景观艺术，创造性
开发村落农耕大地景观”“通过设计研发
地域性特色文创产品、扶持人才培育教
育、打造整体规划品牌IP等输出方式，
助力乡村振兴”“常态化邀请地方乡贤、
退休教师等开展文化讲座，有序导入艺
术家参展、采风，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加入
志愿讲解队伍”……在民生协商论坛现
场，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与政协委员、专
家、界别群众代表通过一次次“头脑风
暴”，碰撞出不少火花。

“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保护，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调
研组建议，倡导“共建、共治、共享”的治
理模式，不断激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居民等的参与度，让历史文化滋养城乡
气质、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浸润人们的精
神家园。

省政协围绕“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开展专题调研协商——

把一城文脉 续春秋芳华
本报记者 万笑影

团结与民主团结与民主

本报讯 （记者 应 陶 通讯员
卜金 江涛）近日，第八届中国范仲淹
国际学术大会在建德市梅城镇龙山书
院举行。30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
聚严州古府，重温范公思想，开展学术
交流。

范仲淹与建德渊源颇深。本次大
会举办地龙山书院，就是范仲淹到睦
州，也就是如今的梅城任知州时修建
的。此外，范仲淹还在当地疏浚玉带
河，主持修建严先生祠堂等。他一生有
六分之一的诗词都写于睦州。

第八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在建德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罗盼）杭州市滨
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前接到群众反映，
有人占用复兴大桥下层桥面的非机动车
道在钱塘江钓鱼，妨碍过往非机动车辆的
正常通行。该区迅速开展整治行动，通
过定时定岗、柔性劝导等方式进行不间
断巡查，同时专门开放了67处垂钓点，
通过媒体宣传、巡查引导等方式，疏导垂
钓人员前往正规地点进行垂钓活动。

在此基础上，杭州市滨江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还在复兴大桥下层桥面选取
合适位置安装智能AI监控系统和广播
喊话设备，设备全部接入滨江智慧防潮
平台进行统一监管。

据了解，杭州市滨江区在传统的执
法监管方式之外，不断探索数字化管
理，许多工作逐步实现一网统管。数字
赋能既提升了管理效率，也磨练了一体
化执法的协同推进，进一步丰富了大综
合执法的实践应用。

滨江区以数字赋能执法监管滨江区以数字赋能执法监管

本报讯（记者 朱银燕 共享联盟·
上虞 冯洁娜 通讯员 王姚洁）“真没
想到，困扰我们那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
解决，真的很感谢你们。”日前，因为侵权
案顺利解决，绍兴市上虞区某企业负责人
握着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手连连道谢。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那时，一起
某塑业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被移送至上
虞区检察院审查办理。案件被第一时间
移送至涉企案件快速办理专案组。办案
过程中，检察官了解到该塑业公司仍在
使用侵权模具生产经营，且拒不承认其
侵权行为，这对被侵权企业造成了极大
困扰。“我们在联合公安机关、市场监管
局等相关部门办案中发现，模具认证是
个难题，证据不足让案件陷入困境，于是
借助‘智慧外脑’来解决。”上虞区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徐涟红告诉记者。

所谓的“智慧外脑”，是上虞区检察
院特邀的检察员，是各个领域的专家，
在这个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家辅助团发

挥了重要作用。“智慧外脑”的引入，是
上虞区建立重点企业合法权利维护快
速响应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
上虞区通过该响应机制开展了重拳整
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涉民营企业知识
产权快速维权等八个专项行动，助力重
点企业维护合法权利，截至目前，为54
家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除借力“智慧外脑”，上虞区多举措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上虞区
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局创新

“园区+产业调解”新模式，前端接引企
业开展“护企解纷”专项行动，选优配强
5名专职律师、调解员常驻“护企优商
服务中心”，设立调解室，开通涉企纠纷
快速响应处理通道，围绕劳动争议、知
识产权等涉企纠纷，实现3个工作日内
受理、1个月内限期化解。据了解，今
年上虞区司法局已累计调处涉企纠纷
1956件，较去年同期提升23.5%，涉及
金额达1.61亿元。

引入“智慧外脑”创新调解模式

上虞区多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我是盛飞，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
师，教书育人。”

“我是童乐，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社
区志愿者，服务社会。”

“我是胡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守
护边疆的战士，保家卫国。”

……
近日，在兰溪市积善堂爱心会第五

届“阳光少年”活动上，46名少年站上
演讲台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看着这
一幕，台下的志愿者们忍不住感动落
泪。谁能想到，眼前这些自信大方的孩
子曾经是自卑、不爱见人的“忧郁少
年”？改变，从他们进入积善堂大家庭
开始。

兰溪市积善堂爱心会由章恒声老
人于2014年创办，是兰溪唯一一家拥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民间社会公益组织。

10年来，该组织积极开展捐资助
学、敬老救助、突发救济等活动，累积资
助困难学子3759名、发放助学金238
万元。其中，资助年限5年以上的有72
人，不少人是从孩子上小学一直资助到
大学毕业。

与传统助学不同，积善堂所关注的
是父母缺失等困难家庭的学子。为了

让帮扶对象更精准，积善堂先通过学校
摸排初步名单，之后志愿者上门实地走
访核实，经过与家长和学生本人面对面
交流，最终确认帮扶对象。

“金钱的资助固然重要，但是帮
助身处逆境中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更重要。”积善堂爱心会副会长、
秘书长童裕仙说，积善堂要做的就是
点亮孩子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克服眼
前的困难，保持对生活、对社会的热
爱和感恩。因此积善堂采取的是“捐
资助学+‘家长式’陪伴”双重帮扶举
措，志愿者与困难学子“一对一”结
对，从生活上和精神上关心帮助孩子
成长。

经过10年的发展，积善堂的志愿
者队伍不断壮大，年龄从50后一直到
00后，包括公务员、医生、企业家和工人
等。志愿者们怀揣一颗助人为乐之心，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这股暖流在兰
江之畔涌动。

目前，该组织拥有志愿者285名、
爱心企业34家，已成为金华本地重要
的民间慈善平台之一。在第三届金华
慈善奖颁奖活动上，还被金华市政府授
予“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

这些年来，在志愿者“家长”的帮助
陪伴下，一个个困难学子变成阳光少
年，勇敢地向未来的人生冲刺。

家住兰溪市马涧镇的小雪就是受
益者之一。早年父母离异后，小雪和爷
爷奶奶生活。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她
变得沉默寡言、不爱与人交往。

2018年，积善堂到学校开展公益
助学活动。志愿者从老师口中得知小
雪的情况，第二天便赶到其家中。皮
肤黝黑、眉眼低垂、一脸阴郁的小
雪，见到人来就缩在角落。然而，当
志愿者董少玲无意中提到“父母”两
个字时，小雪突然放声大哭。

“看着孩子哭，我突然觉得自责和
内疚。”董少玲回忆说，当时她的眼泪也
夺眶而出，心疼地把小雪抱在了怀里。
从此，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下了

“母女情”。
5年来，董少玲与其他志愿者把小

雪当成自己的孩子，带她读书、逛街、旅
游。如今，小雪变成了一个阳光开朗的
姑娘，还顺利考上理想的高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每年暑假，
积善堂都会举办“阳光少年”夏令营，其
中一个男孩格外惹眼。

他叫小盛，来自兰溪市柏社乡。
幼时遭遇车祸左腿截肢，原本活泼开
朗的小盛变得孤僻起来。负责帮扶陪
伴他的是71岁的志愿者朱瑞龙。为了
让小盛融入集体生活，老朱费了不少
心血，不但亲自接送他到夏令营，还像
看护自家孙子一样上心。有一次，活
动中途突然下起暴雨，恰巧老朱临时
有事走开了，其他孩子撒腿就跑，腿脚
不便的小盛只能缓慢前行，全身都被
雨水打湿。

发现下大雨了，老朱立刻冲入雨中
背起小盛往回跑。“朱爷爷，还好你来
了！”也就是那次，老朱第一次听到小盛
叫自己爷爷。

十年行善，十年坚守。如今，兰
溪市积善堂爱心会285个志愿者“家
长”和他们 3759 个“孩子”的故事还
在继续。林聪等一批当初接受过资
助的困难学子，毕业之后又回到这个
温暖的大家庭，成为爱心志愿者。“我
们要把积善堂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去
温暖更多有需要的弟弟妹妹，让他们
走出阴霾，勇敢追求梦想。”林聪告诉
记者。

（文中孩子姓名均为化名）

285个家长与3759个孩子
兰溪积善堂十年捐资助学托起困难学子求学梦

本报记者 薛文春 徐贤飞

本报讯 （通讯员 鹿顺兵 记者
李攀）近日，“梦享古城 智创未来”中
国·临海第五届国际高层次人才创业创
新大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
临海市委、市政府主办，临海市委组织
部（人才办）、市人社局、市社会事业发
展集团共同承办。

本届大赛聚焦智能制造领域，吸引
海内外众多人才项目团队参赛，经过层
层选拔，9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经过
激烈比拼，《PCB阻焊喷墨打印机研发

及产业化》等项目荣获一等奖。获奖项
目将获得最高600万元的创业扶持资
金，还可享受房票补贴等各项政策优
惠。

近年来，临海始终把人才作为支撑
和引领发展的第一资源，深化人才体制
机制改革，推出系列人才政策措施，通
过出台更具含金量的激励措施，打造
高能级的开放平台，践行全程式的服务
理念，着力营造适宜、多样、可持续的人
才生态圈，提升引才留才实力。

高层次人才临海打擂

11月13日下午，杭州拱墅区运河体育公园，不少市民趁着午后的暖阳外出运动散步。图为玩滑板的年轻人高高跃起做出高难度动作。
本报记者 倪雁强 摄暖阳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