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峰为屏，宝带为魂。
象珠，是一个拥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的象珠大地上，涌现出了

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与乡贤。2018年12月30日，23名归乡的象珠籍博士荣归故里，漫步乡间寻乡愁滋味，见证变迁汇博士
智慧，共话桑梓谋发展未来。

“我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骄傲！”这是博士们最诚挚的心声。
“我要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博士们最有力的承诺。

漫步乡间寻乡愁，共话桑梓谋未来
——象珠镇博士归乡记

□记者 王导 胡锦
“

“呀！这不就是我小学时的教室嘛！”刚踏进象
珠一村文化礼堂，在外旅居多年的浙大教授王政逸
博士就激动地走到一个挂有“餐厅”门牌的房间前，
请记者帮他拍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四十多年没有
回来这里了。

“这么多年了，我都以为早拆掉了，没想到还
在。”由于没到饭点时间，餐厅的门没有开，王政逸
来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那曾是他一个儿时好兄弟
的教室，说起小时候的记忆不禁手舞足蹈来，“这也
是个教室，跟我的那个一样大。别看现在教室空间
很小，但那时候我们觉得可大了。当时总共只有三
排座位，我就坐在里面靠窗的位置。”

边走边忆，王政逸把曾经上学的地方仔仔细细
看了一遍。四十年过去，学校变成了村文化礼堂，
教室成为了老人们吃饭、活动的地方。但好在，故
地仍在，乡愁可待。

“象珠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轨道上快速发展着，
但也没有丢掉记忆中的乡愁滋味。”边走边看，博士
乡贤们纷纷感叹，象珠虽是一个崭新的象珠，但象
珠还是记忆中那个熟悉的象珠。

博士一行人来到象珠二村的奇一公祠前，该公
祠正在进行修缮：所有梁木架构全数保存，只有残

损的砖墙在用特制的古砖进行修补。“修补后的墙
壁看起来区别也不大，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
会融合得更好。”博士们仔细地观察着熟悉的老街
和古建筑，不时拿手机拍照留存，脸上绽放着笑容。

“象珠如今的美在于，既保留了老象珠的古朴
韵味，又渗透了新农村建设的新活力、新风貌。”浙
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王伟武说。在他看来，崭新的象珠，
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的城乡规划设计。

群贤归故里，故地已是新天地。而在这片新天
地中，依然承载着乡愁的记忆。“你们是否还记得这
边有个老戏台？”“记得记得，小时候，戏台这里最热
闹了。”“这是以前的初中，我在这里上过两年学。”

“我在这里上过三年，但现在变化大得不认得了。”
在回镇里的大巴车上，普通话与永康话热闹欢喜地
交杂着，车外的象珠也在发展和古韵中共融着⋯⋯

为了在发展中传承文化、保留乡愁，象珠镇可
谓耗费了不少功夫。过去的一年，象珠一至四村淘
汰古镇内的作坊企业，退出古祠堂、古民居的出租
方式，对古街以及五进厅、寿祠、奇一公祠等 16 处
古建筑进行科学修缮。文物古建的保护，为古韵象
珠留下宝贵的一脉文化，也留好了一缕乡愁。

A记忆:流年笑掷寻乡愁

王省书博士是少小离家的象珠人。当天，她沿
着宝带河溯流而下，看到河水清澈见底，岸边绿树
葱葱，岸上青砖黛瓦的江南小屋错落有致，听着水
声潺潺，忍不住感慨，“象珠变得更有味道了。”

王省书说，其实在更早些年，她也曾回来过，但
那时的水还没治理好，在岸边不时能闻到一些呛人
的气味很难闻，这让原本打算带家人到处看看的她
感到尴尬。

近年来，象珠镇党委政府以“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为抓手，深入开展五水共治，推进乱象整治、
垃圾分类、外立面改造等工作，象珠“颜值”不断攀
升。截至今年 10 月底，象珠镇各交接断面水质均
优于 V 类水，其中三渡溪、朱明溪均优于 III 类水，
且水质各项指标均同比优于去年同期。

“象珠的改变让人眼前一亮。”漫步在宝带河
畔，王省书兴致勃勃地拍了一些风景照片，发到了

家里的微信群，还配上了文字，热情地呼吁家人“有
空一定要再来象珠玩。”

这是江南小镇的味道，也是象珠发展的味道。
的确，经过立面改造后，河岸边上的房屋看起来更
和谐了，高低错落的样子别有江南韵味，漫步象珠
老街、弄堂，又是一幅幅秀美的江南风景画！

示范引领，梯次推进。如今象珠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开花，环境整体得到了较大提升。过去一年，象
珠镇就投资了1000万元，仅用20多天时间完成了
双舟线沿线25个村外立面改造。全镇共完成了300
个街角小品的建设，目前共建成文化礼堂17座。

参观完文化礼堂，从各个祠堂走出，穿过象珠
古街，再沿着宝带河漫步，抬头是“地标”尖山公园，
低头是记忆中的青石板路⋯⋯该保留的保留，该还
原的还原，该修葺的修葺，在老地方邂逅新气象，正
是此时象珠新旧交融的魅力所在。

下午一点多，尽管饭点早已过去，博士们的讨
论还未有肯停歇下来的意思。“为家乡的变化和发
展感到骄傲！”这是在乡情恳谈会上，博士们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我要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博
士们最有力的承诺。

“作为老工业基地，我们象珠一定有不少企业
面临转型升级的难题，我可以为象珠企业提供项目
培训，培养相关技术人才。”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吕文元是企业工程管理领域的专家，曾为
富士康公司的中层管理团队做过培训，他说他愿意
为象珠企业在管理提升方面出一份力。

“我研究钛合金已经有20多年了，如果象珠的
企业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我必定竭力相助。”“我
对智慧医疗方面有所研究，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帮
助家乡建立起乡村智慧医疗体系。”⋯⋯法学专家、
材料科学教授、医学专家、能源研究博士、城乡规划
师、文物保护研究员、体育学教授、生物技术实验师
⋯⋯这些学有所成的“孩子们”，正成为象珠高质量
发展的智囊团，反哺故土，助力发展。

的确，今日象珠正走在向“特色工业强镇、精品
农业大镇、文化旅游名镇、美丽宜居新镇”的目标迈

进之路上。王溪田、柳墅、山西、二利水库等十个小
微园规划早已跃然纸上，王溪田小微园完成了一期
土地挂牌出让，柳墅小微企业园区块已征入土地
10.8万㎡，二利水库小微企业园也已完成控规和征
地。不久的将来，老工业基地必定焕发新的生机。

象珠首创的 EPC 的模式，仅用四个月时间彻
底改变集镇脏乱差旧貌，开创了“象珠速度”。高标
准开展集镇综合整治，高标准打造最美双舟线，镇
村干部、党员代表“全员下沉”，形成比学赶超的浓
厚干事氛围，成功创建浙江省卫生乡镇，象珠一村、
郎川村等 8 个村获评省卫生村，象珠一至三村、寺
口吕村通过省级 2A 旅游村庄验收，雅吕村还被浙
江省列为 2019 年度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
村，得到了各级考核组的高度肯定。

正如博士们归乡时看到的那样，集镇道路“白
改黑”了，乱搭乱建的现象不见了，双舟线两旁绿意
葱葱，屋面整齐美观，整个小镇都变得更加整洁优
雅了。

一个个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最美象珠的蓝
图正在徐徐展开。背靠山水传承，汇聚博士智慧，
古韵象珠，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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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变化：群贤归故新邂逅

C发展：探机遇，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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