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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临浦，近来有点闹猛。

这一边，临浦姑娘陈雨乐征战巴黎奥运会，“首位萧山籍奥运选手”的话题刷屏萧山人的朋友圈；另一边，围绕萧山“潮文化Party·我们的村”品牌IP，临

浦积极开展村BA、村歌、村舞等系列活动，擦亮“潮”的文化本底。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临浦如何找到自己的“人间烟火”？

“临浦”一名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阚骃编纂的《十三州志》，距今有1500年历史。正因此，临浦入选了浙江省第二批千年古镇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在城市能级上，临浦开创了全国“小镇办大赛”先河。2004年，世界杯乒乓球赛在萧山临浦体育馆举行；2023年，杭州亚运会柔道、柔术、克柔术项目又

落地临浦体育馆，赛会能级进一步提升。

“临浦有着一种独特的城镇文化气质，既有作为城市细腻婉约的一面，也有山乡村落那种大气与豪迈，它与人们认识中的城镇乡村不同。”在临浦镇党委

相关负责人看来，临浦在传承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大程度保留了“人间烟火”。

当前的临浦正以“古越繁华地·美好临浦城”为主题，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否在历史文化保护中彰显自己的个性？今天，不妨来谈一谈古镇的文化。

这个夏季，临浦镇上最热门的事
儿，莫过于巴黎奥运上代表中国队出
战女子 500 米双人皮艇项目的临浦姑
娘陈雨乐。这位萧山历史上首个参加
奥运会的选手，还没出场便已经在萧
山人的朋友圈里刷屏。

17 岁的陈雨乐，是中国皮划艇队
参赛年纪最小的选手。这是她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

8 月 9 日晚上，临浦体育馆，她的
父母、家人、启蒙教练和家乡市民坐在
转播镜头前，等待着她和队友的出场。

发令枪响，现场的观众都站了起
来，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不断为运动员
高声欢呼。

1 分 46 秒 26。晚上 7 点，杭州组
合俞诗梦/陈雨乐，在巴黎奥运会女子
500 米双人皮艇项目上的名次最终定
格在第14名。

“这是乐乐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她
的第一目标是挺进决赛。”陈雨乐的父
亲陈金木说，她的个人目标已经实现
了。

“雨乐还年轻，还有好几届奥运会
在等着她。不管成绩怎么样，都是我
们临浦的骄傲！”家乡市民这样鼓励
道。

这就是临浦。你看不到摇头的
人，也听不到叹气声，所有的人都是发
自内心地，为这个家乡牵挂着的孩子
感到骄傲。

临浦似乎与大赛特别有缘。
二十年前的 2004 年，也是一个奥

运年。10月，世界杯乒乓球赛在临浦体
育馆举行，这是乒乓球三大国际赛事之
一，激烈程度不亚于奥运会、世锦赛。

由于赛事级别高，每当开赛，就会吸引
全世界的强手报名争夺这一国际级奖
项。此前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男女单
打金牌的选手等一批名将悉数登场。

这场赛事开创了全国“小镇办大
赛”的先河，此后，亚洲挑战杯男子排
球赛、世界华人篮球赛、中国女排联
赛、全国乒超联赛等各类国内外大型
赛事相继落地临浦体育馆，中国·临浦
由此“出圈”。

“出圈”的，还有临浦的体育文化。
9 月初，陈雨乐回到了临浦。为了

备战巴黎奥运会等重要赛事，她有好
几年没有回家了。作为职业运动员，
临浦的体育氛围让她感触颇深。她打
卡了临浦体育馆“柔立方”，“必须打卡
家乡的亚运场馆。”

“小镇办大赛”的故事还在临浦续
写。

亚运会后，临浦体育馆率先完成
亚运场馆市场化运营改革探索，在完
成亚运任务后成为临浦全民健身的主
阵地和体育文化事业的新名片，在赛
后第一时间进行惠民开放。

7 月，2024 中国之旅国际篮球明
星邀请赛在临浦体育馆开幕，来自美
国、意大利和古巴的三支球队，连续三
天为观众奉献精彩的比赛，续写“小镇
办大赛”的荣光。

也许，这就是临浦的独特之处。它
是城，见过大世面，办得了世界级、洲际
级、国家级赛事，将赛场搬进临浦，毫无
违和感；它是乡，无论是小镇的孩子还
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临浦总是把最真
切、最朴实、最热情的那一面拿出来，让
体育精神与城市发展和谐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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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浦，是能办大赛的小镇，是能穿
越时光的古镇，同时也是能融合城乡
发展优势、展示城镇文化的新城。

在杭州工作了四十多年的横一村
村民俞建康，看到临浦发展的势头，回
到村里把自家的房子和院子装修成欧
式风格，开起了村里首个民宿“梅里云
居”。他喜欢给客人讲自己的创业经
历。“泳池、花园、影音室，城里有的我
们都有；环境、生态、人文，城里没有的
我们也有。”

回到古镇，推介古镇，成了不少人
的新选择。依托城乡融合的发展优
势，近几年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
生活。90 后孔华超，是临浦镇詹家埭
社区党支部书记，今年 2 月，他登上首
届中国农民新春会“和美乡村新春会”
的舞台，分享自己回村助农经历。“擦
亮‘腌白菜之乡’的金名片，让我们村
里的腌白菜‘走出去’，让老百姓富起
来。”孔华超介绍，詹家埭社区以“临距
离”党建品牌为抓手，立足“埭埭相传”
党建品牌，创建“腌学社”共富工坊，以
党建引领探索基层治理与发展的“新
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他们青睐临浦，是因为这里已为
他们搭好了舞台。

这方舞台上，有美丽风景。从峙
山的日出到伏牛山顶的亭台

楼阁，再到临江书舍、梅
里十景，在这里，你可以

漫步古街，领略江南
古镇的独特魅力；在

横一村的“如意山
房”“鸭棚咖啡”，
人 们 对 未 来 乡
村的憧憬，在这

里 可 以 找 到 答
案 。 在 此 生 活 创

业，自带一份天然舒
适感。

这方舞台上，有浓
厚底蕴。从张嵿“行部

清如水，声名重两畿”的廉洁文化，到
蔡东藩“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爱国
主义⋯⋯他们留下的诗篇、巨作和精
神，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为后人
留下宝贵财富。“临浦一脉相传的廉洁
文化，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临浦镇纪委相关负责人
说。

这 方 舞 台 上 ，有 萧 山 的 文 化 本
底。今年以来，“潮文化 Party·我们的
村”系列活动在临浦火热进行，面向基
层开展村戏、村展、村 BA 等形式多样
的文艺演出、文化服务、赛事活动，不
断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
期待。9 月 22 日，“潮文化 party·我们
的村BA”2024临浦镇篮球联赛决赛在
临浦体育馆举办。不久前，2024 萧山
区“潮文化 Party·我们的村舞”大赛决
赛也在该体育馆圆满落幕。国庆前，
临浦镇体育馆还将迎来萧山区“潮文
化Party·我们的村歌”决赛。

在这里，乡村有城市的精致，城市
有乡村的开阔。“为什么乡村一定是人
口凋零、缺乏诗意？为什么不能是有
趣、漂亮、时尚的呢？”今年5月，浙江传
媒学院讲师、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沈
朝方走遍萧山南部八镇，在临浦，他看
到了一种独有的城乡融合。

“没来之前我以为这里没有风景，
来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里的乡村
这么美。城与乡是相辅相成、共生共
融的，它们并不是二元对立与割裂的
关系，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城乡共富
的示范。”沈朝方说。

如今，每当他来到临浦，在亦城亦
乡间穿梭，从城市与乡村的印记里，能
看到时代的变迁。

看，临浦的确变了，这座千年古镇
拥有着年轻的灵魂，热忱、躁动，奔赴
着理想与希望；但临浦也没有变，它依
然古朴、安逸、底蕴深厚，足够能让人
慢下来、静下来。

且道人间烟火浓，诗酒趁年华。

城镇文化 新城的幸福感
体育，是城市最好的名片。临浦

又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小镇办大赛’，关键还是在于临

浦城市化起步早、进程快。”临浦镇相
关负责人说，更早的城市化给临浦带
来了极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
色。

峙山北路的夏日夜晚，热闹非
凡。街口，几位年长的居民吃过晚

饭，正摇着蒲扇纳凉。夜色渐
浓，街两旁的小吃店、百货店依

然客人不断。“你瞧，样样商
品都齐全，活脱活像一个小
城市。”居民常常感慨。临浦

的烟火气，在如织的人流中慢
慢升腾。

路的尽头，连接着临浦老街
和另一个故事。

先来猜一个字谜。临浦为什么
叫“临浦”？中国的地名大多都有来
头。在南方，不少地名跟水有关。比
如浙江，因其境内的钱塘江蜿蜒曲折，
故名浙江。

临浦也有着相似之处，因濒临浦
阳江，所以得名“临浦”。

浦阳江的桨声灯影，映照着临浦
自古繁华。

上世纪初，水运是交通的命脉。
临浦凭着紧靠浦阳江的独特优势，成
为粮食的集散之地，米市也由此而
成。临浦是当时浙江“六大米市”之
一，地位举足轻重。当年，这里还流传
着“临浦米行老板的脚在镇上跺一跺，
浙江的米价就会抖一抖”之说。

临浦开埠与沿江码头的建设，给
逐水而居的人们带来了最初的商业繁
荣。作为萧山最早的三大建制镇之
一，临浦在旧时被称为“小上海”。

“小上海”说的就是临浦老街。70
后资深媒体人张剑秋是土生土长的临
浦人，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古镇
不大，方圆不到三里，街是饭架街，密

密麻麻，几十条之多，如同农家蒸菜用
的毛竹饭架”。

善商贾的临浦人曾在这里发展米
业、盐业和竹业，使老街一度成为南北
货物的集散转运中心，像宁波水产、江
西瓷器、金华毛猪等土特产，都要经过
这里才转运销售。同时，临浦人还在
老街开出了米行、酱园行等百余家老
字号门店，一时间，坊间流传起“临浦
小上海，街是饭架街”的俗语。

时至今日，再看临浦老街，都很像
电视剧里的情节。

事实上，临浦老街从未离我们远
去。“在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的同时，
我们也最大限度地去还原老城生活。”
临浦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临浦
做好老街传承与保护的文章，既要锁
定旧时记忆，又要引进新业态、新模
式，让老街重新焕发生机。

先来看传承。如今走进临浦老街，
60 多年的照相馆、50 余年的眼镜店和
近 40 年的旅店，荷花糕铺、磨刀师傅、
裁缝店、理发店⋯⋯是整个城市为之驻
足的原点。这些存在的“活历史”，守护
着临浦那份独有的人间烟火。

再来看创新。今天的老街，已不
仅仅是简单复刻。日前，临浦正在开
展“民情双访”走村入户工作，老街的
居民们向走访组感慨道：“现在
老街的基础设施更新了，
街巷社区环境整治得更
好了，老式居民楼中开
起了新式商铺，生活
也更加便捷了。”居
民与游客共享古
镇保护与发展成
效。

这 也 正 是 临
浦的独特之处。它
是历史，是城市化最
早的模样，承载着市井
文化最初的形态；它是现
代，不输给潮流，赋予
文化创意新的定义。

市井文化 古镇的烟火气市井文化 古镇的烟火气

▶▶20242024 萧山区萧山区““潮文化潮文化 PartyParty··我们我们
的村舞的村舞””大赛决赛在临浦镇圆满举办大赛决赛在临浦镇圆满举办

▲▲20242024中国之旅国际篮球明星邀请赛中国之旅国际篮球明星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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