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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共文化场所
逐步重新开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
解到，各公共文化场所已从 3 月 31 日开始
逐步向市民开放，且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均对入馆细节作了具体规定。

3 月 31 日 8 时 40 分，冷清了许久的图
书 馆 迎 来 2020 年 春 节 以 来 的 第 一 批 读
者。开馆当日，天空下着瓢泼大雨，但仍
有不少忠实读者上午就来到图书馆借还
书籍。

市民林女士一家向图书馆工作人员
出示了身份证、借阅证、健康码等有效证
件和有效证明信息，待测量体温、做好身
份登记后，再按照 1 米的距离排队有序入
馆。工作人员也全程佩戴口罩为读者服
务。当日上午，图书馆共接待了 40 余名
读者。“老师要求孩子在家多看课外书，我
们一直期待着图书馆开门。”带着三个小朋
友来借书的应女士告诉记者，她一直在等
待图书馆的开馆通知。

市图书馆馆长徐关元说，闭馆期间，
图书馆充分利用书香永康 APP、微信云阅
读等新媒体渠道，向读者提供电子图书借
阅和公开课资源。此外，市图书馆利用防
疫期间人员少的时机，下架旧书 3068 册、
上架新书 12000 余册，力求春节后给读者
更好的阅读体验。同时，还开展了为特殊
读者送书到家的活动。

市图书馆提供借阅服务的同时，严格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馆内读者实行总量
控制，日进馆人数限制在 100 人之内，同
时在馆人数不能超过 40 人。达到同时在
馆人数上限后，将采取“出一进一”措施限
流。目前，除自修室、悦读吧以外，其他阅
览室均已重新开放。

同天，市博物馆采取网上预约的方式
向市民开放陈列展厅，每日接待观众不超
过 300 人；市文化馆对外开放，排练教室、
线下培训项目暂不开放。

□记者 高婷婷

珍稀史料佐证，县城遭日军轰炸次数将被改写

抗战期间永康城航拍图意外“现身”

□记者 高婷婷

现 存 的 各 种 资 料 显 示 ，
1939年至 1942年，日军曾 4次
对永康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轰
炸。

近日，市民徐立斌竞拍到一
本 1940 年发行的日本杂志《画
报跃进之日本》，发现上面刊载
了当年日军轰炸永康的新闻。
联系之前所搜集到的其他线索，
他提出了“永康城被日军轰炸次
数应为5次”的猜想。

徐立斌是我市一名年轻的地方
文史研究爱好者。他热衷于搜集报
刊和地方文献，并从中挖掘掩藏在
历史夹缝里的家乡历史。每到一个
地方，徐立斌都会去当地的旧书古
玩市场“淘宝”，看到有价值的资料，
能买则买，若不能买就整本影印下
来品读。在旧书交易平台上刷新关
键词“永康”,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

前不久，徐立斌在旧书网上意
外浏览到 1940 年 8 月出版的《画报
跃进之日本》，封面刊印的导读显
示 ，内 文 有 刊 载 与 永 康 相 关 的 讯
息。这令他喜出望外。经过 29 轮竞
拍，徐立斌最终以180元的价格拍下
了这本画报。

几天后，徐立斌收到了这本略
显陈旧的画报。翻开画报，他发现

里面刊登了一张航拍器俯拍的永
康城。

这张照片大概是以现在的紫微
南路为取景点拍摄的，可以清楚地
看见永康江、西津桥、解放街，以及
现在的龙川西路、下园朱等区域，还
能隐约看见西门溪。西津桥的廊桥
在民国被毁后一直没有修复，所以
照片上的西津桥只有光秃秃的桥
体，桥两侧依稀可见城区的轮廓。

“这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一张永康县城航拍图，预计是在敌
机上拍摄的。”徐立斌难掩激动之
情。

此外，这位文史研究爱好者还
注意到，照片中有两处地方正在冒
烟起火，显然是日军飞机轰炸的后
果。照片右侧写着一行小字加以

说明——“小仓部队长指挥‘海上
荒鹫’之浙江省永康爆击”。据了
解，“海上荒鹫”是指日本海军航空
军对我国的轰炸行动（一说是对军
队和飞行员的称呼）。画册中同样
还有日军对重庆金陵、山西泸县等
地轰炸的记录。

《画报跃进之日本》是东京东
洋文化协会出版的月刊。也就是
说，画报上刊载的永康轰炸事件发
生于 1940 年的 7 月或 8 月。而现
存于市委党史办、市档案局等部门
的 4 次日军轰炸记录，分别发生在
1939 年 3 月 19 日、1941 年 4 月 13
日 及 4 月 23 日 、1942 年 5 月 22
日。徐立斌的这一发现，可谓是充
实了永康地方历史资料库，进一步
丰富、完善了永康近代史的研究。

日本画报上发现永康城航拍图

实际上，关于 1940 年永康城被

日军轰炸的记载不只存在于《画报

跃进之日本》。去年，徐立斌机缘

巧合买到了 1940 年 3 月 29 日至 9

月 7 日期间的 48 期《永康县政》原

版报纸。这 48 期报纸在市档案馆

和国家图书馆均无馆藏，是研究本

地历史的珍贵史料。

《永康县政》由当时的永康县

政府编辑发行，主要记录了当时永

康县的一些治理情况、抗战的最新

动态等内容。其中就有不少关于

1940 年 永 康 城 被 日 军 轰 炸 的 线

索。在当年 8 月 6 日的第 72 期报纸

第一版左下角刊登着这样的消息：

本县市区 昨日遭受敌机滥炸
昨日（报纸发行日期为 8 月 6

日，故“昨日”为 1940 年 8 月 5 日）上

午七时许，敌机三架，由东北方向

飞临本县上空盘旋数周后，在市区

投弹十余枚，内燃烧弹二枚，县府

左右房屋当即起火甚烈，因敌机盘

旋监视，一时无法施救，致延烧致

十二时始告扑灭、焚屋百余间，死

伤人数调查中。

除此之外，同期第二版和同年

8 月 10 日及 15 日、9 月 3 日及 5 日

的报纸上，都刊登了该轰炸事件的

后 续 报 道 ，包 括 县 政 府 组 织 疏 散

人员、发放救济款、对燃烧弹的挖

掘掩埋等举措。

与 此 同 时 ，在 1941 年 重 修 的

《龙山胡氏宗谱》卷一中，有一段关

于这次轰炸的记载:“⋯⋯民国二十

九年（1940 年）夏，飞机三架轰炸县

政府头门及县前大街、郎家（大司巷

南端）、学前、沿城数处，死伤人数达

五六百之多。”80 多岁的唐先镇大后

村村民胡德安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者。他回忆，当时 9 岁的他正好跟

随父亲进城，目睹了遭轰炸后的永

康城，房屋悉数烧毁，大量同胞死

伤，场面惨烈，令人怆然。

“徐立斌提出的观点有新资料

佐证，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 市

政协教文卫体与文史委主任章竟

成表示，徐立斌拿出的《画报跃进

之日本》和民国二十九年的 48 期

《永康县政》报纸属于印刷品资料，

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可以为近代

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新依据。

多种史料均记载“1940 年轰炸”事件

《《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跃进之日本》》局部影印件局部影印件

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永康市唐先镇大后
小微企业园地块4#、15#厂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详情如下：

（一）拍卖地块规划指标详见《永康市唐先镇大后小微企业园用地红线及规划设计条件图》
及《永康市唐先镇大后小微企业园建设工程建筑方案》。

（二）受让方需与永康市唐先镇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建设合同》，《工业项目投资建设合同》作
为土地出让合同附件。

注：本次出让以标准地方式（带建筑方案）进行，标准地
出让准入行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本次出让设
置保留价，不达保留价则不成交。

二、现场咨询：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永康市花园
大道309号主楼4楼1405室）。

联 系 人：吕先生、卢女士
咨询电话：0579-87174812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
具体公告事项请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http://land.zjgtjy.cn/GTJY_ZJ/)查看。（注：有意向
竞买者请提前办理CA数字证书，凭数字证书在浙江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报价）。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0日

编号

5

6

地块名称

永康市唐先镇大后小
微企业园地块4#厂房

永康市唐先镇大后小
微企业园地块15#厂房

出让面积
（m2）

1118.34

1490.4

容积率

5

5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出让年
限(年)

50

50

出让起始价
（元/平方米）

1440

144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5

45

其它

见规划设
计条件

见规划设
计条件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永土拍告字[2020]5 号、6 号

市民在市图书馆阅览图书市民在市图书馆阅览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