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我所侦办的一起非法集资案，
涉案地址为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城
南路 525 号，店名为“永康鑫垒珠宝
店”。如有此案件受害人，请前往永康
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报案。

联系方式：0579-89283022
联系地址：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

路58号
永康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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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永康市应急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8名，
年收入约 5.5 万元（含五险一金及相关
福利）。其中文职人员 2 名，要求年龄
45 周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凭，有人事、
资产管理、统计工作经验者优先。执
法协管员6名，要求年龄40周岁以下，
高中以上文凭，退伍军人优先。报名
地址：永康市南都路 28 号，联系电话：
87101961。

招聘启事 减资公告
永康市凌盛日用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决议：注册资

本从伍拾万元减至叁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
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赖宏为 联系电话：13588610367
特此公告

永康市凌盛日用品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近日，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编的文史资料书籍《乡土守望：永康古街古村落》由中
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一本兼具文学性和真实性的书籍，收录了49名作者的70篇文章，以我市古
街、古村落为载体，集中展示了永康悠久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名人先贤等，书写地域
风貌，擦亮文史名片。

《乡土守望：永康古街古村落》出版

延续地方文脉 抢救历史记忆

永康历史悠久，积淀丰厚，这片土地上分布着众多

禀赋各异的古镇、古街、古村落。然而，历史沿革、朝代

更替，曾经的家园故土逐渐失去原先的风貌和遗存。

未消失的古村落也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一方的民

俗习惯失去传承，一方的传说轶事无人问津，一方的乡

土情怀正在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为抢救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历史记忆，2019

年，市政协教文卫体委联合永康日报社向全市广大

文学、文史爱好者发起《古镇古街古村落》征稿启事，

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基层采风，收集与挖掘第一手材

料。

这一举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一批有情

怀的文史爱好者和作家纷纷加入采风队伍，奔走于乡

间田野，为延续历史文脉展现责任与担当。通过约一

年的征集，共收到了近百篇的文章，编印成《乡土守望：

永康古街古村落》一书，永康乡贤、文化名人鲁光为其

题写书名。

这是我市首本以古街古村落为主题的文史资料书

籍。全书由“古街”13 篇、“古村落”57 篇两部分组成，

共 63 万字、配图 460 多张。每篇文章前都配有整版照

片一幅，并配有一首描写永康风物的古诗。全书设计

精美大气，尽显厚重与底蕴。

《乡土守望：永康古街古村落》以古街、古村落为单

元，深入挖掘了本土五金文化、陈亮文化、胡公文化等，

以及村落姓氏文化、建村渊源、人文故事，呈现了丽州

大地上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通过追溯古村落、街道

从出现、繁荣到消亡的变迁史，留住美丽乡愁，聆听悠

远的历史回响。

近日，市影视办举行了第 93 期影视文化

沙龙——首部战疫纪录电影《武汉日夜》观影

活动。此次公益观影活动由央视电影频道主

办，一共在全国组织开展百场，永康是其中一

站，举办两场，一场为医护人员专场。百余名

本地医护人员走进永康影城，重温那段令人难

忘的抗疫岁月。

去年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30余

名摄影师在抗疫一线持续拍摄数月，从多达数

千小时的素材中，进行了细致挑选和艺术创作，

时隔一年时间，以纪录电影的形式与全国观众

见面。

《武汉日夜》以医院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

及病患为主线，以深夜运送孕妇的志愿者为辅

线，展现平凡人在危急关头，不分昼夜、不惜生

死、守望互助，与疫情抗争、与死神赛跑的动人

故事。它提供了疫情中的武汉的第一手影像

资料，行动不便的老人、即将临盆的孕妇、隔窗

遥想对望的夫妻、父亲去世却无法见最后一面

的护士⋯⋯没有刻意的煽情和艺术化处理，真

实的展现反而更让人揪心。影片放映中途，席

上已是一片抽泣声。

《武汉日夜》是武汉抗击疫情的真实写照，

其中的场景也曾发生在全国各家医院里。“说

句不好意思的话，画面一出来我就忍不住流泪

了。”曾亲身参与永康抗疫一线的护士倪巧萍

红着眼眶对记者说。

我市第一个确诊病人入院那天，正好轮到

倪巧萍当班。据她回忆，当时整个医院都笼罩

在紧张的氛围里。“说不怕是假的，但病人更需要

我们的帮助。”倪巧萍说，患者住在隔离病房里，

家属不能探望，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为帮助纾

解紧张情绪，元宵节医护人员亲手包饺子送到

隔离病房里，平时也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予

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特邀影评员杨铁金说，这部影片从小处着

手，用细节拼凑出疫情下的武汉众生相。疫

情，让不日常变成了日常，让日常成为了奢

望。但在沉重的基调下，这部影片仍让观众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医疗人员互相在防护服上

画梅花的画面特别打动我。”杨铁金说，梅花是

武汉的市花，“武汉加油”“有你真好”，一切尽

在不言中。

市影视办表示，《武汉日夜》是一部非常优

秀的纪实电影。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仍未

得到根除，回望武汉战疫岁月，能为当下汲取前

行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多地仍受疫情影响、各

省倡导“就地过年”的背景下，观看武汉抗疫题材

的纪录片，更具有现实意义。

百名医护人员观影
首部战疫纪录电影《武汉日夜》

重温战疫岁月
汲取前行力量

跨越两千年的解放街、钟灵毓秀的后塘弄、耕读家

族的文化高地胡库、千年古镇芝英⋯⋯翻开《乡土守

望：永康古街古村落》，一股浓浓的历史气息扑面而

来。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在创作时采用了一种散文的

笔调去描述古街、古村落，以一种纯朴的情感去叙述历

史，避免了干巴巴的史料和建筑术语的堆砌，具有很强

的可读性。

在字里行间，不乏作者对旧村改造、城镇化建设的

思考。如每个古村落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历史渊源不

同、血缘姓氏不同，都带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文化基

因，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就不能搞“千村一面”。同时，

也有作者对现代文明冲击下，古村落快速消亡所表露

出的惋惜和无奈。

“这是一本文史资料书籍，我们在编撰过程中查找

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当地村志、家谱等，力求内容准确，

为当下和后世的读者展现真实的永康历史。”该书主

编、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章竟成对记者说，在考据

途中，他们痛心地发现，许多地方的历史传承都出现了

严重的断层，老人只知大概，中年人知之甚少，年轻人

一问三不知。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种断层已经成为了

普遍现象。

“由此，我们越发认识到出版《乡土守望：永康古街

古村落》这样一本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章竟成说。

正如该书《序言》中写道：“我们无法预知能否守住古村

落这个‘最后的家底’，但至少能抢救和记录一些历史

和文化记忆。”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古村落成篇，让子孙

后代记得我们的“家底”。

《乡土守望：永康古街古村落》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文史资料巨著，在“城镇化越快，村落就消失得越

快”的大背景下，这本书的编撰与出版是挖掘与弘扬

永康传统历史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对抢

救古街古村落的一次集体性呼吁。这既表达了现代

人的乡愁情感，也为逝去和即将逝去的古街、古村落

奏响一支挽歌。

寻访古街古村落 聆听悠远的历史回响

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 为后世留存珍贵史料

□融媒记者 高婷婷

□融媒记者 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