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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新安 通讯员 应敏

新年伊始，省文化产业学会、市

陈亮研究会邀请浙江大学、中国美

院等 10 位专家教授来永，实地考察

“两山”理念的人文实践，并就我市

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环境资源转变为资本、技术和人才

相融合的智本优势，自然人文胜地

转变为吸引知识精英、杰出人才的

双创高地等进行了研讨。

近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

积极探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创新策略，打开“两山”理念转化通道

的现实路径，把促进“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与“人文生态化、生态人文

化”相结合，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

态系统，服务“盈余”和“增量”转化为

“金山银山”，并延展到“艺山义田”。

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同时，增加经济财富、社会福利，

提升人文理想追求。

1 月 2 日和 3 日上午，考察团一

行先后来到五峰书院、盘龙谷、大陈

村和园周村参观考察，对我市乡村振

兴的实践成果与理念创新给予了充

分肯定。在 3 日下午举行的“两山”

理念人文实践——“艺山义田”永康

首创初探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陆

立军、中国美院建筑学院副院长李凯

生、浙江大学城建规划系教授谢咏

恩、浙江省委党校教授俞鼎起、文化

和旅游部乡村旅游专家委员方也、浙

江省文化产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谢作盛以及之江实验室人文顾问郎

遥远等，分别就《永康跃迁：从工业精

神到人文理想》《“两山”理念与山水

人文美学表达》《乡村文旅的创意蓝

海》《乡村振兴的美学附加值与人文

新动能》《乡村振兴与智本赋能》《从

浙江诗路建设看乡村人文生态》《“两

山”理念与陈亮思想的当代交响》等

各抒己见，为“艺山义田”丰富了概念

内涵，拓展了人文深度，规划了实现

途径。

专家教授认为，永康将陈亮文化

与实践“两山”理念相结合，在浙中城

市群建设中起到了支撑和引领作用。

今后，要继续高举科技五金产业的龙

头，聚集各路英才，引领浙中发展，致

力打造“世界五金之都，品质活力永

康”。乡村文化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传

统的历史文化层面，在留住乡村文脉

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乡村建设空间

与文化肌理保护的关系，充分挖掘乡

村文化积淀，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存，

创造乡村生活新模式。乡村的生态优

势优于城市，要走城乡共生共融，相互

赋能发展之路。要做好永康全域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抓住诗路文化建设的

机遇，通盘考虑，集群组团，一村一品，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专家教授指出，

陈亮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历史

地位，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陈亮文化，

注重研究陈亮文化的表现形式，升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打造具有时代感的

陈亮思想品牌、文化品牌，努力构筑更

高水平的文化高地。

十位著名专家教授来永考察“两山”理念的人文实践

“艺山义田”初探乡村振兴实现途径

我市五村入选
金华首批地名
文化保护名录

“永康地名中的清廉故事”
获金华专家肯定

□记者 高婷婷

地名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记忆，是了解

一座城市的窗口。上月 29 日，金华市民政

局举行地名文化研究成果发布会，发布全市

第一批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同步推出《金华

城老街巷》《金华市交通旅游图》，并发布“金

华地名中的清廉故事”征集宣传活动等研究

成果，弘扬瑰丽的地名文化。

金华市民政局经申报、初选、复核、评

审、公示等程序，确定了第一批 50 条优秀

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并发文实施。《金华市

第一批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共 6 个部分、

51900 余字，详细记载了保护地名的历史

渊源、文化内涵。我市象珠镇清渭街村、芝

英镇练结村、舟山镇方山口村与铜山村、江

南街道园周村作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

厚的古村落，被列入其中。

据了解，首批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发布

后，金华市将进一步挖掘和筛选公众认可

度高、文化内涵深厚的地名，制定科学保护

计划，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系统，提升全

社会地名文化保护意识。

此外，在去年金华举办的“金华地名中

的清廉故事”征集宣传活动中，《永康方岩

山上有个胡公》《永康孔庙忠义祠 讲述胡

瑛的忠孝廉勇故事》《永康三板桥》《永康也

有六尺巷》《永康四知村》《园周村“水莲莲

花”别名的由来》《园周村的“望云思亲图”》

《永康车马何的由来》等一批永康地名中的

清廉故事得到了金华专家与评委的肯定。

□记者 高婷婷 通讯员 卢小芳

1 日，市乡土文化研究会 2020

年年会暨首个文创基地揭牌仪式

在西溪镇举行。受邀嘉宾与研究会

会员共60多人参加。

会上，研究会代表作了 2020 年

度工作总结：去年一年，研究会克服

疫情带来的困难，出刊 3 期《龙山文

苑》，发行书刊 4500 册。《龙山文苑》

的发行按照省级优秀期刊的出版规

格，严格把好书刊质量关。期刊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从起初的默默无闻，

到现在金华各县市、甚至全国各地都

有作家投稿。此外，研究会充分利用

网络传播途径，“文化永康”公众号共

发布53期。

社会活动方面，研究会邀请本地

乡土文化学者线上开展读书讲座，邀

请胡公书院院长作胡公文化专题讲

座；组织台风“黑格比”灾后捐赠活

动，募集捐赠价值5.5万元的物资，获

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与会嘉宾表示，市乡土文化研

究会成立时间不久，是我市最年轻

的协会之一，但协会会员有活力、凝

聚力，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协会

通过刊物《龙山文苑》和“文化永

康”公众号线下线上同步推送乡土

文化研究成果，推送内容既有故事

性，又有文学性，吸引了全国很多知

名作家、诗人加入到创作队伍中。

出版刊物有地方独特的气质、品质，

已成为展示永康文学实力的优秀窗

口之一。

当日，市乡土文化研究会首个

文创基地在西溪镇金顺帆跑马场

揭牌。

□记者 吕鹏

近日，象珠镇综合文化站前热

闹非凡，该镇的荷沅文体队为村民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滚叉舞表演。我

市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提升现场会在

此举行，市文广旅体局、市文化馆、

图书馆及各镇（街道、区）、永康农商

银行等有关人员参加现场会，并参

与象珠镇综合文化站和象珠图书分

馆的揭牌仪式。

据了解，2020 年以来象珠镇大

力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将省级文保单位奇三公祠打造

成为综合文化站，让老祠堂焕发出

新活力。目前，该文化站内有展示

厅、综合活动室、排练厅等，具备开

展宣传文化、市民教育、科普教育等

活动的设施条件。

市图书馆象珠图书分馆是该文

化站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废弃作

坊改造而成，占地约 300 平方米，是

我市乡镇首家自助图书馆，馆内现

有 21500 册图书。通过自助设备实

现全自动化，在全市范围内实现通

借通还。该图书馆外表看起来并没

有什么特别，但是推开门之后，里面

可以说是书香四溢，搭配周边古色

古香的景象，十分有韵味。当前，象

珠镇综合文化站已完成一期建设，

下一步将在文化站周边打造文化健

身休闲中心，完善文化站的健身休

闲功能。

参观完综合文化站后，与会人

员称赞该馆凸显了象珠镇深厚的文

化底蕴。象珠镇综合文化站对各类

资源进行了整合，统筹运用现有资

源，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提升，

这是公共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象珠镇文化站内设施建设

有特色，各类活动结合有亮点，文

化 氛 围 浓 厚 ，要 继 续 探 索 增 加 不

同业态。”参会的副市长卢轶说，

当前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的需求

增 加 ，我 市 近 年 来 取 得 了 不 少 成

绩 ，但 是 供 给 和 需 求 的 差 距 还 比

较 大 ，要 持 续 推 动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要提高思想

认 识 ，以 强 烈 使 命 感 来 推 动 公 共

文化设施建设；增强主体意识，用

高度的责任感来推动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提升服务效能，从群众获

得感来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目前，我市共有 11 个二级乡镇

综合文化站，5 个三级乡镇综合文化

站，目标在 2022 年达到 5 个一级乡

镇综合文化站。

以球会友
为健康蓄力
□记者 吕鹏

3 日上午，市体育馆乒乓球馆内传出

阵阵高呼声，数十位精神抖擞的老年人正

在激烈地进行乒乓球赛角逐。场下不断

传来“好球”“漂亮”等赞叹。

这是“刘军散打杯”第二届老年人乒

乓球精英赛现场。据了解，本次比赛以“迎

亚运，庆新年”为主题，共吸引全市72名老

年乒乓球爱好者参与。他们组成 12 支队

伍（每支队伍四男两女），参加男女单打、男

女双打、混合双打等比赛。值得一提的是，

场上的裁判和工作人员也全由老年人担

任，其中最大的参与者已有八旬高龄。

赛事负责人黄美红告诉记者，本次

比赛热度很高，原定的 10 支参赛队伍，最

后扩充到了 12 支。

“西溪和唐先的一些参赛选手，一大

早就坐车来到了现场，为参赛提前做热

身准备。”黄美红说，明年将会扩大比赛

规模，让更多老年乒乓球爱好者参与到

比赛中来。

市乡土文化研究会首个文创基地揭牌

传承乡土文化 打造文学窗口

综合文化站吹动乡村文化新风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