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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一位颇

具闲情雅致的男子，在自家园子里闲散地与天地对话，丝毫不在乎别人的

眼光。古今上下，洒脱之人士未有几人，而浙江兰溪的李渔，可谓是中国

“自在享乐 我心归途”的代表人物，其留下的精神瑰宝也让兰溪受用至今。

时至今日，人们又该何处寻李渔？

李渔文化，已成为兰溪市文化发展的核心要义，作为兰溪文化史上的

高光时刻，它值得被深挖和利用。近年来，兰溪市自觉担负起新时代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使命，探索长三角李渔文化联动挖掘和推广，大力

推进“李渔文化+”融合发展，将兰溪打造成李渔文化标识地，让李渔的兰

溪日子闪闪发光。

何处寻李渔何处寻李渔？？在每一个闪光的兰溪日子里在每一个闪光的兰溪日子里
潘心怡 吴 莲

浙中沃土滋养千年文化

兰溪始自唐咸亨五年（674 年）建
县，已有近1400年的辉煌历史，素来有

“六水之腰”“七省通衢”之称。优越的
地理位置，衍生出融汇通达的商埠文
化，不同的商业产业、商人在这里碰撞
融合，造就了兰溪商埠经济的繁荣，形
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崇文重商、义
利并举的商业文化精神。而正是这样
的社会环境，让丰富的文化迸发出更多
的灵感。海纳百川的城市形象，给了兰
溪人更多的自由度，与全国各地商人交
流的环境，也造就了兰溪人灵活变通、
兼容并包的新观念。

有了新观念，思维才能更活跃。因
此，从宋代开始，兰溪文化真正奔涌前

行，带着唯美与哲思的宋代“理学”走上
了兰溪的文化舞台。无论是“婺学之开
宗，浙学之托始”的范浚，还是浙学中坚
仁山先生金履祥，以及柳贯、章懋、赵志
皋⋯⋯一大批思想家喷涌而出，让婺学
的务实品格成为兰溪千年文化的根柢。

有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爱做学问
的人，再加上兰溪守正创新的耕读特
点，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以耕
养读，以读馈耕，是兰溪古代知识分子
的坚守。位于兰溪市全国诸葛亮后裔
最大聚集地的诸葛八卦村，便是兰溪耕
读文化延续至今的典型代表。诸葛亮
倡导“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耕
读传家让耕读文化在诸葛人心头占有
极大的比重。近年来，诸葛八卦村加强
保护历史古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人
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的诸葛

文保做法，“护”住了古村落，以耕读为
荣，积极发扬文化资源势能，探索了新
的文农旅共富之路。此般兼容并蓄的
耕读模式和环境，也成为兰溪千年文化
源源不断的重要支撑力。

如果说，在兰溪萌发的千年文化是
一座桥梁的话，那么桥的拱顶是李渔，
而桥的两端，一头是兰溪千年文化的缘
起，另一头则是兰溪文化的流衍，这座
桥当是融会贯通而来，成为如今兰溪打
造自有文化最强 IP 和最有底气的城市
本色。

瞧瞧李渔和他的兰溪日子

李渔这个兰溪千年文化桥梁上的
翘楚桥拱，有着说不完的趣“梗”。你可
以称他为戏曲家，他创作了《比目鱼》

《风筝误》等十种昆腔传奇曲目，并组建
戏班在兰溪、金华乃至全国演出；你可
以称他为小说家，他的小说、剧本风靡
市井，《笠翁十种曲》至今经典；你可以
称他为美食家，在米饭里加花露增其香
甜，带着戏班子四处游历，只为挣钱吃
上一口兰江蟹，典型吃货一枚；你可以
称他为教育家，他所倡导的《笠翁对韵》
作为吟诗作对三基之一，在现代儿童诗

词语言启蒙中依旧是诵读经典；你还可
以称他为园林家，他一生为自己设计了
三座园林：伊园、芥子园、层园，无一不
透露着“李式”建筑美学⋯⋯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千年商
埠文化、宋韵文化、耕读文化的不断熏
陶下，兰溪人的精神思想也在不断成
型，与其说兰溪出了一个“李渔”，不如
说兰溪人人都是“李渔”。社会环境的
自由、开放、包容，提升了兰溪人的格
局；各式各样丰富的商品，开拓了兰溪
人的眼界；源源不断的商业交流和文化
传承，创造了兰溪人的生活与审美情
趣。“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
板。”这是李渔的经典理论，亦是兰溪千
年发展的内核。

激活李渔密码 共享美好生活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
世之心。”传世之作不可能在书斋里产
生，传世之心也不可能在“象牙塔”中炼
就，城市文化的打造更像是一种沉浸式
体验，让文化浸润到本地人的生活，从
人人读李渔，学李渔，到人人是“李渔”，
这是一项漫长的城市文化耕植计划。
兰溪也正用自己独有的播种方式，种下

文化，赋能城市建设。
兰溪市近年来全

面启动了“李渔文
化+”文化赋能工
程，通过文化研
究、文旅融合、
艺术传播、产
品开发、品牌
战 略 等 五 大
方面，促进李
渔文化立体呈
现 ，文 化 魅 力
和时代价值充分
彰显，成为兰溪新
时代典型工业城市
文化赋能的精神推动力
与标识金名片。

多年来，兰溪成立了国际李渔研究
中心，并且建设了芥子园艺术中心、李
渔戏剧小镇等一批公共文化设施，又将
中国画学术研究研讨会、李渔文化产业
论坛、李渔文化周等活动作为李渔文化
的固定交流项目，营造良好的文化传续
环境，让一代又一代的兰溪人在日常生
活工作中就能得到李渔精神的滋养，并
通过不断引申和发扬，让李渔这个 IP
成为鲜明的兰溪城市文化底色。

在 今 天 开 幕 的 2023
第二届李渔文化周活

动中，兰溪千年文
化解码赋能一期

成果重磅发布，
李渔稻田音乐
会、芥子园里
“ 读 ”李 渔 、
“ 李 渔 杯 ”第
二 届 面 王 争
霸赛等活动也
将陆续开展，让

李渔留下的宝贵
财富深入兰溪发展

的节奏，李渔文化的
深化和转化就不言而喻

了。
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坚持自己热

爱的东西，虚名皆为过往浮云。这不仅
是李渔留下的人生哲理，更是兰溪市在
文化发展中坚持的态度。兰溪城既为
李渔城，也应有百年李渔心，不畏浮云
和艰险，紧紧围绕李渔文化特质，敢为
人先，创新求真，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
坚守下，春风终绿兰江岸，明月高照李
渔城。

兰溪市全景兰溪市全景

（图片由兰溪市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兰溪市委宣传部提供）兰溪芥子园兰溪芥子园兰溪芥子园

兰溪西门城楼兰溪西门城楼

今年是平阳县鳌江镇建镇 90 周
年、鳌江港开埠 100 周年。百年来，
鳌江作为浙南闽东北重要的物资集
散地和出海口，依托核心区域优势，
突出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促进资源
共享、抱团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的同时加快现代化宜居城市建设，让
这颗“瓯越明珠”越发璀璨。

在海拔 500 多米的大坪山，一片
片番薯蒸煮出来，整齐摆放在竹篾晒
盘上，与远山伫立的风车构成一幅悦
人的山乡季节图。

大坪山位于平阳县鳌江镇墨城
社区东城村，得益于海拔高、早晚温
差大、土壤好，番薯口感甜糯。温州
显途番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由此摸索
制作番薯枣，在镇政府、社区和村里
的支持下，形成了“种—产—销”一
体化模式。

“2016 年，大坪山至风门头公路

通车，村里的番薯枣也卖得更快了。”
东城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徐乃井
说 ，两 个 专 业 合 作 社 和 一 个“ 幸 福

‘薯’光”共富工坊一年可卖出 20 多
万斤番薯枣，带动 200 多名村民家门
口就业、创收。随着游客服务中心、
景观亭和点歌台等服务设施的丰富，
村里开发了“风车云路”摄影创作基
地、露营基地等文旅综合项目，人气
越来越旺，成为网红打卡点。

早在 2009 年，鳌江镇围绕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完成早稻播种面积
2000 多亩，同时精心培育特色农业，
涌现一大批种养能人，以及墨城早香
茶基地等一批种养基地。同时结合
每个阶段的发展实际和各村资源禀
赋，逐步建设村集体经济项目，让特
色产业“挑大梁”，加速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今年，鳌江镇更是实
现 80 个 村 社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全 覆

盖，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

在乡村越来越富的同时，城市面
貌也迎来了大变样。

2010 年，鳌江镇被列入浙江省第
一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以此
为契机，鳌江镇立足“平阳城市会客
厅”的定位，大力推动地方产业转型
和城市转型，提出了滨江片城市规
划，通过大力招引，万达广场、银泰城
两大知名综合体相继落地，九叠河公
园、胜利路、车站大道等一批民生工
程拔地而起。

2016 年，启动第一个城中村改造
项目下埕村拆迁，短短几个月时间，
借力“大拆大整”，整合土地资源、道
路规划，拆出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广阔
天地；2018 年，实施镇区亮丽工程，
城市得以美化亮化，河堤江堤焕然一
新；2019 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0 亿元，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25 平方
公里，城市化水平达 80%⋯⋯这一组
组数据是鳌江从“小城镇”向“温州大
都市区副中心核心区”大步迈进的担
当和魄力，也是鳌江推进城市更新、
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缩影。

如今，行走在鳌江国际新城，大
厦林立，道路宽阔，绿植茂密，空气宜
人，俨然一副国际都市的样貌。

从实现乡村振兴蓝图到构建城
市发展新貌，都少不了平阳县鳌江农
业公共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办、城乡
建设服务中心努力的身影，一直以实
实在在的行动和服务让人民喜笑颜
开，让幸福生活落地开花。以“万人
评议”为契机，鳌江将持续发挥效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打造自身特色优
势，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品质，释放
城市发展活力，续写鳌江的“发展故
事”。

乡村兴旺 城市向前 平阳鳌江跑出发展“加速度”
杨敬孝

斯雯

11月25日，2023卡游义乌半程
马拉松赛事圆满举办，万名跑者相聚
义乌，释放奔跑活力。

从2018年到2023年，由义乌市
交旅集团承办的义乌国际半程马拉
松赛事见证了这座城市在新时代的
华丽蝶变，“义马”也逐渐成长为中国
田协金牌赛事，并在近日荣膺世界田
联标牌赛事，成为金华地区首个荣膺
世界田联标牌赛事的马拉松，实现马
拉松赛事等级“四级跳”。

在近两个月的筹备中，交旅集团
以“高质量、高水准、高规格、高品质”
的服务原则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始终
保持平稳、有序开展，设立 5 个筹备
工作组，明确责任，层层细化分解任
务，重点抓好赛事统筹、场地安全、宣
传氛围、服务保障工作。

高质量做好统筹协调，让赛事更
有秩序。11 月 24 日晚，由于领物大
棚临时停电，统筹组组员紧急出动支
援，帮助志愿者学生正常开展领物工
作；在来电后，组织领物的群众有序
排队，积极提供帮助。这背后，交旅
集团高质量做好统筹协调工作，让赛
事更有序。赛事统筹组指导、监督做
好各个小组工作，罗列 68 条具体工
作职责，推进做好各小组之间沟通协
调，保障每一阶段会议正常开展，严
格推进各个工作方案落实，并做好应
急处突工作。

高规格落实场地保障，让赛事
更安全。赛道场地组全员始终提高
思想认识“准线”，为创造严谨、安

全、公平的赛事环境，场地组组员每
日开展赛道检查，协调做好城市道
路交通、公共设施、沿途景观等事项
工作。同时，做好赛道规划，邀请中
国田协国际丈量员，开展精准丈量
工作，各成员于凌晨零点协助做好
定点标识、数据核对等工作，并科学
地设置饮水、医疗、食品等补给点
位，力求完美呈现 21.0975 公里的赛
道。

高水平营造宣传氛围，让赛事更
火热。今年，“义马”赛事首次在央视
CCTV5 套体育栏目全程直播，赛事
影响力显著提升。宣传组做好央视
团队工作服务保障，配合做好宣传片
拍摄、解说词定稿，连续一周协调做
好赛道直播测试；同时协助做好文化
加油站部分重要点位工作，全面展示
义乌文化魅力，做好道具布置、表演
彩排、节目录制等事项协调工作。

高品质做好服务保障，让赛事更
有力。志愿者组秉承“一切以跑者为
核心”的服务理念，及时组织开展志
愿者与裁判员招募工作，并开展深入
培训指导，提升总体服务意识。同
时，交旅集团上下各司其职，始终保
持积极和热情的工作态度，以实际行
动全面做好赛事保障。

用脚步唤醒城市向上的力量。
一场专业、规范、热情的马拉松是献
给跑友的礼物。交旅集团在助力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将为义
乌这座美丽的城市注入发展新动
力，为义乌打造体育旅游新名片作
出积极贡献，助力义乌体育强市、世
界旅游目的地建设。

一路随行
“义马”完美收官

（（图片由义乌市交旅集团提供图片由义乌市交旅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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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才 为 乡 人 所 崇 敬 者 ，谓 之 乡
贤。在天台县白鹤镇这块热土上，孕
育了众多英才贤达，有致力实业制造
之人，有搏击商海之人，有耕耘讲坛之
人，有扎根医界科技之人⋯⋯他们在
白鹤成长、从白鹤出发，走出浙江、走
向全国乃至世界，为社会文明、经济发
展等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日，天台县白鹤镇召开第二届
新乡贤联谊会会员大会，会议以“乡贤
助乡兴·同心促共富”为主题，来自白
鹤各行各业的新乡贤 200 余人齐聚一
堂，共叙思乡深情、共商发展大计、共
聚共富合力、共绘美好蓝图。

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交流、畅叙情谊、
共商发展，增进新乡贤对白鹤镇高质量
发展的了解，让广大新乡贤切身感受白
鹤镇的发展成果和营商环境，强化新乡
贤来白鹤发展的信心。在全体与会人员
的见证下，现场完成4个重大项目的招
引签约，预计投资额5亿元。

白鹤镇新乡贤联谊会成立于2017
年 12 月 30 日，五年来，联谊会始终秉
承“服务乡村经济社会建设，‘共谋、共

建、共治、共享’美好和谐家园”的理念
宗旨，积极搭建平台，整合新乡贤资源，
创新带动模式，助力全域发展，走出了
引导新乡贤回归、助推乡村振兴、致力
共同富裕的白鹤新乡贤新道路，为推动
现代化共同富裕镇域样板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五年来，白鹤镇新乡贤联谊
会名誉会长徐小敏获评“中国汽车产业
影响力人物”“天台县首届最美新乡
贤”；白鹤新乡贤企业顾家集团荣登

“2022 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 500 强”，
白鹤镇国际袜业城新乡贤带富示范基
地入选市级“同心共富”示范阵地，充分
展现了白鹤镇新乡贤的昂扬风采。

悠悠桑梓情，思源报春晖。新乡
贤联谊会努力架起了故乡与游子的

“连心桥”“连谊桥”“共富桥”，也让乡
贤的“归巢”有了“根据地”，更好地为
白鹤镇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近年来，白鹤镇以新乡贤联谊会
为抓手，深入挖掘区域内新乡贤资源，
积极聚合统战力量，打造“新乡贤+”模
式，让新乡贤智慧融入项目建设、基层
治理、乡风涵养、公益服务，不断做大

做实发展蛋糕。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在各界新乡贤的群策群力下，白鹤
镇打造了天台县首个科创人才产业
园，打造了台州市第一批五星级便民
服务中心，建成了浙江省首批示范政
务服务中心，先后斩获浙江省美丽城
镇样板镇、浙江省 4A 景区镇、浙江省
现代商贸特色镇、浙江省健康乡镇、浙
江省低碳乡镇等十余项省级荣誉，成
功引进落地远古瑜伽渡心谷、银和智
造、鼎昌机械、艾普科、法拉第、台通物

流等项目。
新当选会长范顺华表示，他定会

不负新乡贤之誉，不负故土之情，充
分发挥新乡贤联谊会的“桥梁”及“纽
带”作用，并积极参与白鹤镇乡村振
兴事业和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新
乡贤的人脉资源和经济资源优势，在
精准助力慈善公益、招商引才、产业
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用多种方式投身家乡建设、助推
家乡发展。

天台县白鹤镇：乡贤助乡兴 同心促共富
裴倩盈 邱璐涵

日前，白鹤镇召开第二届新乡贤联谊会会员大会，签约 4 个重大项目，预计投资额 5 亿
元。 （图片由天台县白鹤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