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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镇、、村村、、民三方合力民三方合力““修修””古镇古镇
芝英古镇芝英古镇，，是乡愁的情之所牵心之所系是乡愁的情之所牵心之所系

□记者 陈晓苏 杨成栋

千年古镇芝英，有着非凡的前世传奇。“撑着油纸伞，独自彷
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斜风细雨里，吟着《雨巷》，漫
步在古麓街中，浓浓的乡愁味渐上心头。

“现在的感觉就和小时候差不多，夏夜搬个小板凳到家门
口，也是这般高低不平。”再一次走在修缮后古巷的青石板上，应
琌颍说，找到了熟悉的“老味道”。

这种感动，源于修缮后的古建
筑，都在发挥作用。“只有发挥作用，
才是保护的根本意义。”

芝英一村的居家养老照料中
心，坐落该村诲爱二公祠，属民国建
筑。前年，村里出资15余万元修缮
后办起了“老年食堂”，为30余名老
人解决了“后顾之忧”，受到村民的
好评。近些年投进古建筑修缮多少
钱？这个问题让芝英一村村委会主
任应美英一愣：“一时算不清了。几
十万肯定不止，还在不停地投进
去。”应美英说，古镇保护与开发有
需要，村里就要投，毕竟是全村、全
镇受益，为此，该村还编制了整村开
发利用规划设计，已完成初步评审。

天成公祠几经修缮后，最近用
作应世明画展的举办地。不仅如
此，村民应杰还把自家住房的一块

“划给”应世明，作画室之用。这些

举动，让应世明这个“外乡人”产生
了“漂泊多年的游子回到久别的故
土”的感动。

还有一度被拆建成楼房的“三
间厅”，最近又被拆了。在村民口口
相传的讲述中，“三间厅”原有的模
样被描述出来，复建后的通透廊厅，
将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场地。而在
基本修缮完成的应祖锡故居，也将
会建设洋务运动展览馆，让应祖锡
这个早期外交官的人物形象和历史
背景更加厚实、丰满。

“办文化周也是有好处的。”村
民应天德口中的文化周，是今年5
月举办的首届芝英民俗文化周。因
为文化周活动，一群即将退休的老
手艺人“重出江湖”，靠着精雕细琢
的手工艺，引来了里三层外三层观
众的热切目光。这种热切，没有随
着文化周的落幕而消失。即便不是

集市的日子，仍有老手艺人在店铺
里，叮叮当当地做着手工；有年轻人
坐在一旁，想把手艺与文化传承。

“软实力”传承中，古镇“硬件”
仍在改善。下半年，要完成古麓街
立面改造工程、半面街改造工程年
底要完成地下工程、小宗祠堂修缮
工程下半年要完成主体工程修复、
五金手工艺街工匠入驻正式营业、
方口塘改造工程下半年要竣工验
收、三间厅修复工程竣工验收……
通过一个个“下半年竣工”目标的实
现，古镇魅力也将得以逐渐重现。

“把历史和文化装进老房子里，
从老房子里挖出产业发展潜力。”古
镇的过去藏满了历史和美丽；古镇
的未来，却不止有古老的文化。通
过保护与开发，古镇穿上复古新衣，
也将成为更多人的情之所牵，心之
所系。

应琌颍的童年在芝英，就在古
麓街，一条长约150米的小巷。“奶
奶的蒲扇、白糖棒冰，烈日当头却和
小伙伴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回
忆起儿时的故事，离家近20年的应
琌颍依旧说得有滋有味。纵横交错
的小道、白墙黛瓦间的屋檐，那些和
祠堂、院落、古民居有关的一切，都
是应琌颍童年的“玩伴”。

在“应琌颍”们看来，古祠
群，有着无法言说的辉煌与魅力。
然而，昔日的辉煌也难敌风雨沧桑，
时至保护与开发前夕，芝英古镇已
经容颜憔悴：老街颓旧了、民居破败
了、人气萧条了……各个年代层层
叠加的遗存之中，不断夹杂进一些

现代建筑、新开马路和新建桥梁，甚
至石板老街也成了水泥路。这个古
祠堂密集分布的古镇，处于旧貌渐
失、新颜难现的尴尬境地。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不会也不
能“眼睁睁”看着先辈留下的珍宝蒙
尘，尤其是今年年初，该镇就把古镇
保护与开发与“三改一拆”“三治四
化”“五水共治”等“组合拳”一并列
为重点，细化项目和目标，相互协同
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与开发行
动，从古建筑修缮、从基础设施完
善、从日常行为规范着手，铺天盖地
展开，誓要擦去蒙尘。前期，该镇已
针对古镇环境卫生、出店经营、牛皮

癣等乱象进行了整治，各项规划改
造工程也有序推进。改造工作围绕

“两线两点”展开，“两线”即半面街、
后街的改造，“两点”即应祖锡故居、
小宗祠堂修缮，配以古镇外环道路、
管网管线“三线落地”、老市基、后城
大街以及临溪水系等改造工程。

不仅如此，该镇还抽调精干力
量组建历史文化名镇办公室，专门
负责相关工作开展。目前，应祖锡
故居修缮工程已经通过初步验收，
而小宗祠堂修缮也已进场施工。在
俗称后街的古麓街，单单街面修复
就花了70余万，还将投入90余万
进行立面改造，其他具体工作，也都
完成了年初既定目标。

热爱古镇，因为她身上有故事、
有传奇，因为她的脚下有历史磨出
的石板，有乡愁开出的花。正是出
于这种热爱，在芝英，不仅镇里和村
里忙着修缮古建筑、实施基础配套，
在镇、村两级的引导下，不少村民被
感染，也自发加入“抢救文化遗产”
的大军中。

在芝英八村尚道故居修缮现
场，芝英镇历史文化名镇办公室工
作人员胡新补告诉记者，尚道故居
修缮工程所需资金超120万，由拥
有尚道故居产权的7户人家平摊，
而修缮方案，经过镇里统一审核。
古民居修缮，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修
旧如旧，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胡新补说：“一座古民居就是一
个故事。”像尚道古居，是明代建
筑。首任主人应尚道被誉为芝英办
私塾第一人，也是流传至今“20条
家规”的发起人。自己文化并不高
的应尚道尤其注重教育，他利用自
家房屋，请来老师，教育自己和亲戚
的孩子。相传，应尚道儿子应奎就
中了举人、进士，后来成了主管广
西、广东两省乡试的“两广文衡”，18
个小辈中，有6个当官。

“之所以要投钱修缮，就是为了
让这座有文化有故事的房子有新的
生命。”应先生作为房屋产权所有者
之一，谈及尚道故居修缮后的用途，
已经有了大概，“不管怎么用，都是

会经过大家一起商量，肯定要和文
化沾边，其中一块最重要的，就是展
览应尚道的事迹，弘扬尊师重教。”

而距离尚道故居不远的“第六
速食堂”，芝英六村人俗称的“廿间
头”，10户人家也一起出资开始修
缮。半面街修复工程预计投入超
2000万元，除了镇财政负担的一部
分，“大头”由村民自筹，农户意见已
基本达成一致。不少农户还三番五
次询问工程何时开工。

如果你有时间来芝英，很多
村民都愿意当“导游”，领着你一
个院子一个院子走过去，与你细
说那些已经修缮或正在修缮中萌
发的感动。

古镇保护，是为擦去历史蒙尘

古镇开发，是为赋予文化新生

古镇开发，是保护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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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247浙江世锋物流有限
公司永康胜武分公司遗
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5年12月7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MA28D63X4D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
作废。
浙江世锋物流有限公司

永康胜武分公司
2016年8月16日
声 明

0248永康市伊达通讯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浙税联
字 ：330784786429465
声明作废。

声 明
0250永康市博懿工贸有限
公司遗失永康市农行芝英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3382001656701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251 永康市沈氏兄弟
工具配件厂（普通合伙）
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6 月 11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000056197 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沈氏兄弟工具配

件厂（普通合伙）
201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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