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YONGKANG DAILY

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应桃蕊 时政·专版

兴城畅谈

做好千年古城复兴工作，既需要挖掘深厚的历史底

蕴、重塑古城的肌理脉络，也需要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提供“后勤保障”。

芝英五村没有古街、古建筑这些古城资源，所以我村

准备从整村农房改造工作入手，改善道路、水源、电力、通

信、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古城提供完善的配套功

能和公共服务。

目前，我村计划先建设一个区块作为安置区，解决村

民拆迁需要租房的后顾之忧，之后再分批开展农房改造工

作。我们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塑造农村新风貌，

为村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健康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同时，鼓励村民积极在家门口创业，为千年

古城发展提供业态支撑，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在对芝英五村进行整体更新，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后，我们还会引进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多元业态，留

住千年古城的“客人”，为千年古城提供更多的人间烟火

气。

芝英千年古城复兴
的灵魂在特色文化

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国家非遗保护专家 陈华文

千年古城复兴是一项综合而全面的工程，虽然产业

是发展的核心，但灵魂却在于与产业结合的文化复兴，包

括地方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个地方城市的兴起，是地理、环境、交通、产业和与

之相适应的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所谓，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所养的人就会依靠不同的地

理、环境、气候、物产而创造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

来强化对于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的利用，并突出自己

的文化个性，从而形成文化特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被强化被认知认同。而这种认知认同，又推动了地

理、环境、气候、物产等的再利用，进一步加强地方传统特

色文化。

芝英作为历史上一个府城所在地，固然有其特殊性，

但归根结底，是芝英的地方特色产业形成的特色文化和

传统，维系了这一地方城镇的发展。

因此，在千年古城复兴这一机遇面前，芝英不是简

单地提升行政级别或扩大城市规模，是要抓住其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特色文化，做成一个不可复

制和模仿的城市。它是传统的，又是在传统文化基础

上复兴的；它是在新时代重生的，且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的城市。城市的灵魂就是特色文化的重构与复

兴。

其一，利用地理环境重构传统的城市。这个城市不

在大，而在特。芝英有地理环境优势，这一烙上芝英铭纹

特色的城市，尤其是核心部分，从形胜、形制、结构、内容

等都是不能被其他城市简单复制和模仿的。

其二，利用传统五金产业形成既有传统因素又有现

代技术的特色产业。在古代，芝英拥有独特的矿产资源，

但在现代产业面前它已经不再占有优势。而我们可以利

用传统为现代服务，甚至以传统为基础，发展形成现代人

所追求的个性定制等产业，形成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气息

的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其三，利用传统宗族文化和宗祠文化，重构现代城市

文化。在千年古城的基础上利用独特优势与文旅融合，

形成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宗祠文化、展览展示文化、文创

文化、休闲文化、研学文化、购物观光文化、地方美食文化

等相结合的特色城市或城市街区，从而形成不可复制的

新芝英城市文化特色。

让“安居梦”与
“复兴梦”携手并进

芝英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应晓明

融媒记者 何悦

兴城视界

文润古城

第七期芝英大讲堂开讲
以文化复兴撬动千年古城全面振兴

7月17日，第七期“芝英大讲堂”开讲。

曾任浙江省金华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金华

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二级巡视员，浙师大文传学院、

金职院、金华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乡村

振兴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党建研究会特约研

究员、浙江省人民政协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吴远龙带

来了“以文化复兴撬动千年古城全面振兴”的一课。

“以文化复兴撬动千年古城全面振兴，就要用芝

英多年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对芝英文

化进行全面清盘。”吴远龙整理出古城文化、名人文

化、五金文化、宗祠文化和红色文化这 5 个芝英最值

得开发利用的文化，并引申出以文化人、以文引流、

以文兴业、以文促治和以文会友 5 个主题，将千年古

城全面振兴的文化力量娓娓道来。

未来，芝英镇将紧紧围绕文化复兴的主题，集思

广益，扬长避短，发掘好、发扬好芝英的优秀历史，进

一步打造芝英的核心文化，增强千年古城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

从一本书读懂千年芝英
《南朝古城 浙中名镇——芝英的历史与文化》

正式亮相

7 月 21 日，芝英镇举办《南朝古城 浙中名镇

——芝英的历史与文化》首发仪式暨《找回芝英千年

古城》研讨会，借学术之力，赓续历史文脉，讲好芝英

故事，提升古城名气。

首发仪式上，主笔人之一，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城市史研

究会副会长陈国灿介绍了《南朝古城 浙中名镇——

芝英的历史与文化》的基本情况，全方位多视角记载

了从南朝缙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 1700 年

风雨历程的芝英历史，是第一本以芝英历史文化为

背景，记录历史、指导研游的书籍。

该书通过古城悠悠传千载、人文荟萃谱诗篇、业

工营商成特色、望族之乡百祠兴、千古风流代有人、

古风遗韵习俗传和丰厚遗传述沧桑等七个篇章，图

文并茂地展现了缙州之美、文物之华、人文之旅、复

兴之举，是一本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和研学价值

的读物，为每一位愿意深度了解古城芝英的读者提

供了可以参考的资料。

芝英镇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应业修介绍了

《找回芝英千年古城》的基本情况。该书初稿里记录

了应业修多年来对芝英古城的研究成果，为探寻更

深层次的芝英历史记忆提供参考。

“新书为大家读懂芝英打开了一扇窗，为进一步

深化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工具，同时也成为对

外传播的重要抓手。希望下一步能在这本书的基础

上，进行二次创作、深度加工，让更多人认识芝英、走

进芝英、爱上芝英。”金华市社科联二级巡视员，金华

市文史馆副馆长吴远龙说。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翁寿康说，《南朝

古城 浙中名镇——芝英的历史与文化》的出版是芝

英千年古城复兴工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下一步，要

继续抓好文化培优工程，让千年古城复兴工作成为

文化发展的载体，让历史文化在古城空间中重焕活

力；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创新文化传播载体，提

高古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多方沟通交流，集智

聚力形成合力。

首发仪式上还举办了赠书仪式，几个古镇建设

重点村领走了崭新的书籍。

未来，芝英镇将以“谋一事、成一事”的坚定气

魄，持续抓好重点项目，夯实古城复兴的基础保障，

“以村为主 分步实施”方向完善实施方案，加速项目

建设进度，丰满千年古城风貌特征，持续深挖优秀文

化传承，打造古城复兴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加强五金

文化、祠堂文化、慈善文化等芝英传统文化的挖掘、

利用及保护，完成《胡凤丹、胡宗懋文集》《找回芝英

千年古城》出版及芝英历史文化研究社科学术论文

刊发，大力推广宣传《南朝古城浙中名镇——芝英的

历史与文化》。

城讯速递

芝英镇千年古城复兴综合规划
入围国际赛事三强

7 月 16 日，由绍兴市联动世界规划教育组织及

高校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绍

兴·古城创新大赛”决赛路演典礼和展览在绍兴古城

举行。

此次大赛围绕“赓续文脉 创新未来”主题，设置

古城规划创新等6大赛道，广泛征集全球优秀古城创

新方案，并邀请全球在古城保护、复兴等领域的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技术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品牌

性等方面评选出最顶尖的古城创新方案。

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研

所联合地方政府投稿的《创新规划赋能浙江千年古

城复兴——以芝英镇千年古城复兴综合规划为例》

作品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最终入围三强。

研讨会现场 《南朝古城 浙中名镇——芝英的历史与文化》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