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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西子湖畔难以抵挡游
人 的 热 情 ，天 南 海 北 的 人 们 慕 名 而
来，于山水之间捕捉杭州这座城市的
独特韵味。我们跟随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徐吉
军，来到素有“西湖第一祠”之称的钱
王祠。

一座梧桐掩映之中的庄严塑像
前，恰好有家长给孩子讲述着“钱王射
潮”的典故。不禁想问，今天的中国
人，为什么还在一遍一遍回味这个古
老的故事？

“读懂了‘水’，就能读懂这座千年
古城。”徐吉军带我们来到距离钱王祠
不远处的吴山，登高远眺。眼前，山水
相依的杭州城开阔起来。在这幅自然
画卷上，千年西子湖与“母亲河”钱塘江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治水智慧

“吴越国的水利工程，至今还‘活
着’。”徐吉军这样评价“钱王射潮”的
现实意义。他翻开手中的《钱塘江通
史》，将五代十国与“水”的故事娓娓道
来——

钱塘江，曾是吴越国最重要的水
系，但由于地势低洼，河水入海渠道
不畅，这里一度成为当时我国海潮灾
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给两
岸 百 姓 的 生 产 生 活 带 来 严 重 困 扰 。
为此，吴越国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治水
行动，我国古代重大水利建设工程之
一的钱塘江捍海石塘由此拉开建设
序幕。

“我们这片土地上，自古就有驯
服自然的勇气与智慧。”徐吉军说，治
理钱塘江水的决心，与大禹治水的精
神一脉相承。“捍海石塘的影响仅次

于长城和大运河。”他介绍，根据《海
塘录》《咸淳临安志》等史料记载，钱
镠动用 20 万军民建立了钱塘江边的
捍海塘，从六和塔至艮山门，长达上
百里。

徐 吉 军 认 为 ，吴 越 国 治 水 的 智
慧，不止于“堵”，还在于“疏”。在修
筑 海 塘 的 同 时 ，钱 镠 将 钱 塘 江 与 太
湖 水 系 、江 南 运 河 与 浙 东 运 河 等 重
要水系进行疏通。“整个水系互联互
通 ，让 城 市 的 自 然 生 态 达 到 一 种 平
衡。”他说。

斗转星移，壮阔的钱塘江一直与杭
州城相伴相生。今天，百里海塘早已沉
积在人们的脚下，一座“钱王射潮”的青
铜像令人遥想，千百年前，钱江潮水奔
涌，钱王千箭齐发直射潮头，是何般
光景？

城市脉搏

捍海、治洪、筑塘⋯⋯浩荡汪洋终
成沃壤平原，一座“腰鼓形”的城市雏形

初现，奠定了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
格局。

位于上城区九睦路 109 号的杭州
海塘遗址博物馆仍然保留着这一段历
史的踪迹。步入一层遗址厅，玻璃地面
下，展示着一段海塘遗址的原貌，人们
走过这十几米以竹笼、石头、巨木为材
料修筑的“海塘”，感受先辈治理水患的
决心。一旁的 3D 屏幕上，动态还原了
古人修塘筑堤的画面，具象化地呈现跨
越千年的治水智慧。

随后，我们来到二层的海塘文化
厅，钱塘江与西湖成为展陈的主角。分
布在杭州城内外的两处重要的风景名
胜，对“水”的诠释各有千秋，而实际上，
它们彼此紧紧相连，是隐形的水利“调
节器”。

“治水的智慧，不仅在于治水本身，
还在于发挥调节城市水系的重要作
用。‘控江保湖’是钱镠的水利战略，为
保证杭州城百姓生活和生产用水的安
全，他又在钱塘江北岸的运河入江口修
建龙山、浙江两闸。”徐吉军说。这一方

闸口犹如历史的纽带，联通西湖与运河
之间的水文脉络。

疏浚西湖，钱镠主张“百姓以西湖
水为生，无水即无民”，他大兴西湖水
利，集防洪与灌溉为一体，确保鱼米之
乡旱涝保收。他为杭州百姓留住了一
泓清水，也留下了“留得西湖翠浪翻”的
佳话，西湖从咸水湖变为内陆淡水湖，
成为真正的百姓之湖。直至北宋时，苏
东坡治理西湖时仍延续了钱王设定的
包括居民饮水、农田灌溉、航运在内的
西湖七大功能。

一江一湖一运河的科学布局，有如
城市的脉搏，由古及今，润泽一方百姓，
让城与水和谐共生。

向海而兴

自捍海石塘修建始，钱塘江对于杭
州的影响便已超越时代的局限。

“如今看来，钱镠捍卫的不仅是一
方钱塘，更是通过这片汪洋将吴越国与
大千世界相连。”徐吉军感慨道，治理了
钱塘江水，吴越国真正成为向海而兴之
国，是浙江走入海洋时代的起点。

一条通往世界的水路就此打开，
《册府元龟》与《宋会要辑稿》等书中记
录了吴越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丝织
品、茶叶、瓷器与书籍等，泛舟钱江，扬
帆起航。海外的香料、马匹、药材、砂
金、木材、火油（即石油）等也不远万里，
来到杭城。

眼前，满载货物的轮渡顺着水流
缓缓进入城市，联通两岸的大桥上车
辆疾驰。大莲花旁，静候的钓鱼者与
散步的行人在夕阳之下悠闲自在⋯⋯
水，孕育“钱塘自古繁华”，这般活力
与蓬勃生气，也将涌向更远的未来。

“吴越国的水利工程，值得铭记，
更值得代代传递。”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郎旭峰说，不
久后，吴越国海塘的考古报告就将面
世，“我相信，关于吴越国与水的故事，
对今天乃至于今后的人们，都有深刻
的启示。”

一条水路，打开万千世界
——“走读吴越”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陈 宁 实习生 牟书瑶

位于杭州市钱塘江畔的雕像“钱王射潮”。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摄位于杭州市钱塘江畔的雕像“钱王射潮”。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摄

本 报 杭 州 8 月 19 日 讯 （记 者
王璐怡 共享联盟·省档案馆 童菁菁）

“一定要注意力度，从中间往边缘按
‘米’字形刷⋯⋯”19 日下午，省档案馆
档案修复保护传习展示室内格外热闹，
在档案修复师指导下，一群佩戴鲜艳红
领巾的青少年分组围坐，正小心翼翼操
作刷子，进行档案修复体验。

今年，团省委、省档案局、省档案
馆、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红领巾走进档
案馆”主题实践活动。眼下正值暑假，
省档案馆以“跟着档案去研学·从档案
里看祖国发展”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研学活动。带着对历史档案
的好奇与敬仰，孩子们走进省档案馆，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

档案修复体验实践是孩子们最期
待的环节之一。档案馆中有很多珍贵
档案，由于年代久远、材质不耐久或保
管条件等原因，面临破损甚至损毁的可
能。让档案留存下来，离不开修复工
作。档案究竟是如何修复的？活动预
告发出后，报名火爆。

在档案修复师的带领下，大家参观展
示室内陈列的档案样品、认识了各式各样
的修复工具及材料，更直观看到了修复前
后的档案对比。纸张去酸、污渍去除、破

损修补⋯⋯杭州市澎雅小学学生俞义强
仔细学习档案修复师的修复技术演示教
学后，自己动手尝试。一番操作下，仿制
的档案从残破到重生。“很有趣也很神奇，
原来破旧的档案是这样修好的。”他说。

“开展档案修复体验实践活动，一
方面是加深孩子们对档案和档案修复
技术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档案修复
技术的弘扬，进一步尊重历史、传承历
史。”省档案馆工作人员表示。

在历史的长河中，档案是过往岁月
的忠实记录者，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在档案修复体验实践前，省档案
馆还邀请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教师陈思成为研学成员带来一堂精彩的
研学讲堂。曾获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金课”评比特等奖的陈思成，结
合一手档案资源，通过讲述老一辈革命
家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故事，让孩子
们对家教家风有了更多理解。

用好档案的力量推动“红领巾”争做
“红色根脉”传承人。据悉，省档案馆“红
领巾走进档案馆——跟着档案去研学·
从档案里看祖国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将
于8月26日下午举行第二场，届时将继
续推出研学讲堂、档案讲解、档案文创体
验、档案微视频展示等多个精彩活动。

青少年走进省档案馆体验档案修复、聆听家风故事

一场别样的研学之旅

本报讯（记者 金梁 通讯员 胡琳）
“33005，在你正北方 5 公里处，有 2 艘
渔船形迹可疑。”8月17日凌晨2时，茫
茫大海上漆黑一片，省海洋与渔业执法
总队的执法艇关闭船灯、减慢航速，悄
然靠近非法捕捞船，成功实现围堵。

今年，浙江海洋伏季休渔秩序总体
平稳有序。但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开捕作
业以来，一些外省籍渔船受利益驱动和
异地监管漏洞，蛰伏盘踞在底拖网禁渔
区线外从事非法偷捕活动。8 月初，省
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获取线索后，一直
进行跟踪侦查、分析研判，摸清偷捕渔
船及渔运船作案规律，研判重点海域、时
段和对象，在近日调集省市县渔政执法
力量，突击开展统一收网执法行动。

“整个行动过程中，非法渔船关闭
相关设备伺机逃跑，我渔政执法人员克

服海况恶劣、夜间能见度差、抓捕难度
大、危险系数高等困难，最终将非法捕
捞渔船成功抓获。”省海洋与渔业执法
总队总队长张友松介绍，该行动经过
20 多个小时昼夜伏击、连续奋战，共抓
获非法捕捞渔船 45 艘（含渔运船 13
艘）、涉案520人，查获渔获物8.72万余
箱（1526 余吨）。案件涉及非法“捕、
运、销”整个利益链条，是我省历年来破
获的涉及非法捕捞渔船、涉案人员、违
禁渔获物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案件。

伏休以来，我省渔业执法部门持续
组织实施海洋伏休“雷霆”系列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海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截至
目前，共查处各类案件2862起，取缔涉渔

“三无”船（筏）1247 艘，移送司法案件
242起，涉案438人，清缴违禁渔具10.9
万余张（顶），查获违禁渔获物1545余吨。

我省破获伏休期海上非法捕捞特大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张源） 8 月 19 日，
全省多地最高气温再次突破 35℃高温
线，杭州也迎来连续第 24 个高温日，成
为今年以来高温连续日数最多的省会
城市。记者当天从省气象部门获悉，
未来两天，雨水一天比一天多，21 日全
省大部有望告别高温，最高气温降至
30℃上下。

雨水成为全省的清凉密码。19
日午后，全省多地出现分散性的对流
天气过程。以绍兴诸暨为例，1 个小

时内降温近 10℃。20 日起，随着副
热带高压东退，大陆高压东进，全省
处于两块高压之间的辐合地带，对流
条件好，降水的范围和强度也会进一
步增大，导致气温开始回落。其中 21
日降水范围将覆盖全省，大部地区最
高气温仅为 30℃上下，是本周气温最
舒适的一天。

不过本轮降温不会持续太久，高
温天气还会有反复。23 日起，副热带
高压重整加强，降水范围和强度会有

所减弱，全省高温又将大片出现，白
天 最 高 气 温 将 重 新 突 破 35℃ 高 温
线。但从往年数据来看，8 月下旬以
后，西风带系统活动趋于频繁，在受
到一次次的冲击之后，副热带高压逐
渐减弱南退，高温时长开始变短，早
晚不会那么热了。

此外，今年第 9 号台风“云雀”即
将 影 响 我 省 。 根 据 台 风 态 势 及 走
向，浙江海事局 19 日 10 时启动Ⅳ级
海 上 防 台 应 急 响 应 。 台 风“ 云 雀 ”

（热带风暴级）于 19 日早晨在西北太
平洋洋面生成，截至当天 15 时，其中
心 位 于 距 离 韩 国 济 州 偏 南 方 向 约
780 公 里 的 洋 面 上 。 预 计“ 云 雀 ”将
沿 东 经 125 度 以 东 海 面 北 上 ，20 日
进入黄海后逐渐减弱。该台风体型
小、强度弱，对我省陆地和沿海无明
显影响，但东海中东部海域有大风，
过 往 船 只 注 意 避 让 ，请 各 单 位 按 照
防台预案和各自的防台规定做好防
台准备工作。

台风“云雀”生成
预计未来对我省陆域无明显影响，东海中东部海域有大风

8月19日晚7时许，不少摄影爱好者来到杭州西湖苏堤锁澜桥头，拍摄2024年第一个“超级月亮”从夕照山后升起掠过雷峰塔顶部的景象。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8月19日晚7时许，不少摄影爱好者来到杭州西湖苏堤锁澜桥头，拍摄2024年第一个“超级月亮”从夕照山后升起掠过雷峰塔顶部的景象。
本报记者 徐彦 摄超级月亮

本 报 宁 波 8 月 19 日 电 （记 者
陈醉 王妍妍 通讯员 肖慧双） 给桥
梁“拍个胸片”，测测“身高”和“骨龄”，
再看看“皮肤”状态⋯⋯19 日，在宁波
余姚钟山东路的一座高速桥梁底下，穿
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细致检查
桥梁情况。今年，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
宁波管理中心所辖杭甬高速宁波段的
桥梁、匝道桥、跨线立交和涵洞等迎来
三年一次的“全身体检”，其中包括 220
余座桥梁。

桥梁是城市的“生命线”，定期检查
是桥涵养护的重要工作之一。杭甬高
速宁波段是条交通“大动脉”，路段日均
流量已突破8万辆，桥梁平均“寿命”23
岁，在长期运营荷载作用下，公路桥涵
也略显“疲惫”。

“好比我们的‘健康体检’，‘桥梁医
生’使用先进的检测方法和手段，结合
专业经验评估，了解桥涵的整体状况，
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以此达到
维护桥涵结构稳定性和延长使用寿命

的目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高速桥梁体检持续户外作业，为何

要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进行？据介绍，
七八月是汛期，同时也是最热的时候，对
于桥梁是一次考验，在这个时间段，桥梁
容易展现出“疲态”，容易暴露出问题，所
以是观测的黄金时机；另一方面，“定检”
时间固定，以便捕捉到同样间隔的时间
段内桥梁的“身体状况”变化。其实，高
速桥梁的体检经常有，每两个月都会进
行一次“经常检查”，汛期还会提高检查
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每周、每月，都要
时刻关注桥梁的“健康状况”。

近几年，随着很多新设备加盟，不
少检测工作变得简单了，也大大降低了
检测的风险系数。比如，无人机、自动
化遥控摄影船、爬壁机器人等新的检测
辅助设备，也在此次“体检”中亮相。

此次桥梁定检将在全部桥梁检测
完毕之后系统出具检测报告。据悉，从
7 月份启动体检以来，所检桥梁均处于
健康状态。

杭甬高速宁波段220余座桥梁“体检”

（紧接第一版）经由这些环节还未解决的
问题，进入县市区和温州市“两个健康”直
通车会议，由党政主要负责人直办答复。

作为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
改革工程”的重要工作载体，2022年11
月温州市设立“两个健康”直通车（政企恳
谈会），市委书记、市长每月轮流与企业家
面对面恳谈。截至目前，市本级交办化解
企业难题104个，由此带动解决多跨难
题 1087 个，批量解决 1.67 万个同类诉
求。至此，企业难题有了“兜底”保障。

林邦誉的电脑里详细记录着“直通
车”收集到的每一件企业诉求、问题、会
商建议及办理进度。粗略算了下，每个
月他至少要接收近百件诉求。要将有

“真问题”的挑出来，单甄别这第一步就
需要反复核查。

记者发现，这些诉求五花八门，既
有本地企业希望实施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减负的，又有异地商会在外投资权
益受侵犯需要帮助的⋯⋯

起初，林邦誉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没经验，就用笨办法。他的浙政钉里，
几乎所有局办的办公室都被他咨询过，
聊天对话框的首屏里全是对政策的讨
论。同事们打趣，过去都是他追着别人
问，现在他成了半个专家。

不久前，温州一家大型婚庆企业反
映，因为无法解决临时停车问题，企业投
资建设的婚宴场所一直没法“开张”，问题

已拖了好多年。和相关部门沟通，得到的
回复基本是：按照规定，周边道路施工，加
上路宽不够，不具备设置停车位的条件。

林邦誉说，违规违法肯定不行，站
在企业角度多想一点，变通办法还有没
有？多年与企业打交道的经验让林邦
誉明白，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到
现场都是办法。于是，他督促交管、属
地政府等单位现场办公，发现非机动车
道与自行车道如果能共用一小段道路，
就能腾出点位置，建成港湾式泊位。不
到3天，想法就成了设计方案，1个月后
临时泊位就完工了。

林邦誉的企业家“朋友圈”越来越
大。他和同事们在不断充实的线索源
中，直观地看到了企业对营商环境优化
的“真需求”。为解决企业家最头疼的
历史遗留问题，出台集中、常态化解两
种机制，今年首批 94 个历史遗留问题
正在“组团”解决中；从频繁被反映的问
题中，提取需求度、受众面最大的，列为

“为企服务十大项目”，今年将推动消防
审批自上而下破梗阻，所有工业园区周
边公交线路都再优化⋯⋯

服务企业难不难？林邦誉和同事
心头常常会涌起这样的感慨：对照文
件，或许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面对企
业的合理诉求，或许我们多用点时间，
多想些办法，多协调几次，就离找到可
行的办法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