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不停蹄“走出去”博采众长取真经
芝英千年古城复兴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赴多地考察

2 月 27 日，以“弘扬胡公精神 致力为民

造福”为主题的第二期“芝英大讲堂”系列讲

座在芝英镇矛调中心开讲，旨在深入学习胡

公文化、继承弘扬胡公精神，通过培养更多的

“胡公式”干部，扛起千年古城复兴工作的使

命担当。

此次讲座主讲人胡联章是胡公文化研究

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兼任《胡公文化》杂志

社社长、主编。

讲座中，胡联章结合视频、图文资料，用

生动的语言将“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胡公

故事、胡公精神娓娓道来，从胡公的历程、功

德、魅力等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浅出诠释了胡

公的为官之道；以胡公献策镇西、植柳遣役、

改革盐法、三保庄田等众多生平故事，再现了

胡公昔日的精神面貌，让听众感受胡公的独特

魅力。

听完胡公故事后，参加讲座的芝英镇全

体干部和各行政村主职干部纷纷表示，芝英

千年古城复兴工作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要

扛起使命担当，学习、继承和弘扬“为官一

任 造福一方”的胡公精神，争当一名勤廉担

当干部。

胡公的历史根植永康，胡公文化是永康

文化的璀璨明珠，亦是永康的重要精神财

富。下一步，芝英镇将再接再厉，利用胡公文

化的影响力，发扬实干精神，进一步挖掘芝英

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好胡公文化和

本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润城，加

快推进芝英千年古城建设。

文蕴古城

“芝英大讲堂”
第二课开讲

城讯速递

连日来，芝英千年古城复兴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考察组奔赴多地

交流考察，走访专家顾问寻求专业

指导，实地感受古城发展脉络，汲

取优秀经验，开启古城复兴的“智

汇”模式。

3 月 1 日，考察组赴浙江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考察学习。座谈会上，双

方就芝英千年古城复兴、芝英文化挖

掘及双方合作等事宜展开了充分交

流讨论。

人文学院专家教授认为，芝英千

年古城复兴规划要提高核心文化挖

掘力度，进一步发挥规划的引领作

用。千年古城建设要结合本地五金、

人文等特色，文化体系要有整体呈

现，文化生态要能活化展示，文化业

态要有可持续性。同时，建议成立芝

英千年古城文化研究中心，加强文化

挖掘，抓住核心文化，通过文化的复

兴来带动千年古城经济、产业乃至政

治维度上的复兴。

考察组表示，期待双方能够进一

步开展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人文学

院、江南文化研究会的文化传播特长

和策划服务优势，与芝英宗祠文化、

慈善文化等有机融合对接，助力芝英

千年古城复兴工作引向深入。

3 月 2 日，考察组赴金华市婺城

区汤溪镇、武义县柳城镇考察学习，

共同探讨千年古城复兴业态引进、项

目建设、运营管理经验，学习借鉴优

秀成果。

在汤溪镇，考察组一行参观了汤

溪城隍庙、九峰牧场、寺平古村等，深

入了解汤溪古镇产业链布局、运营模

式、文旅融合发展等内容。当天下

午，考察组一行马不停蹄赶赴武义古

街、柳城古镇，参观了司前古街、城南

码头、万寿宫、潘絜兹艺术馆等，感受

了柳城古镇独特的畲族文化。

特 色 文 化 的 融 入 赋 予 古 城 别

样的韵味。考察组表示，在芝英千

年古城复兴工作中也要牢牢把握

芝英特色，把优秀文化打造成文旅

金名片。

3 月 7 日，考察组前往《永康文献

丛书》编辑委员会调研，就芝英千年

古城复兴、“中国祠堂之都”打造及慈

善、五金、应氏名人等芝英文化挖掘

等工作展开交流。

《永康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负

责人表示，打造“中国祠堂之都”这个

目标很有特色，芝英千年古城复兴要

牢牢抓住古镇内涵，在充分了解芝英

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大量收集相关文

献资料，出版相应书籍，同时要注重

义庄等慈善文化宣传，结合当地人文

特色，打造名人馆，通过文化挖掘来

带动整个古城的复兴。

《永康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建议，希望芝英目标清晰，充分了

解创建千年古城的要素，明确可供

建设的祠堂、民居、学校、纪念性建筑

等场所，绘制动态规划图，将各种要

素有机连接，融入永康特色，打造特

色街区。

融媒记者 何悦 通讯员 胡华宇

讲座现场

融媒记者 何悦

04 YONGKANG DAILY

翁寿康：省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芝英千年古城复兴工作首批顾问之一，芝英乡贤会顾问，浙江省

千年古城建设参与者，千年古城有关规划、政策意见、评审办法制订者

破解“五个难”走出“五条路”

芝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中许

多元素有着鲜明的芝英特色、永康特

色，赋予了芝英千年古城别具一格的

韵味。

千年古城的复兴，需要我们拥

有更长远的视野以及更宏观的发展

目标。千年古城的复兴不是简单的

复古，这项工作不光是对古城建筑

的修复，更多的是要以文化复兴来

推动产业复兴、人口复兴、社会复

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对

优秀、特色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

传承。

千年古城的复兴，需要具有建

设核心区的底层逻辑，同时也要通

过统筹规划，让核心区的发展起到

辐射带动的作用。此次芝英千年古

城的综合复兴规划，既要突出核心

区的打造，又要兼顾通过核心区的

规划引领，带动芝英全域的高质量

发展。

在打造“共富芝英”方面，我觉得

需要破解“五个难”，走出“五条路”。

一要大力破解农村自然和人文

资源转换难，走出一条资产资源捆绑

整合、提升发展的共富之路。

二要大力破解农村集体经济项

目持续造血难，走出一条产业为先、

创新为上、特色为基、流量为王、跨越

为要、富民为本的全新融合发展的共

富之路。

三要大力破解农村人才引进和

留住难，走出一条“引进一个人才，富

一方百姓”的共富之路。

四要大力破解农民增收致富难，

走出企业农民企农联结，就业稳定、

收入多元的共富之路。

五要大力破解乡村数字化改革

难，走出一条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

的共富之路。

此前，芝英千年古城复兴工作指

挥部办公室，芝英镇党委、政府在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很

大成效，得到了很多荣誉，尤其是几

项省级荣誉的获得，实属不易。

但是，获得的荣誉都是过去式，

面对千年古城复兴这个远大的目标，

我们更要看到自身建设存在的差距

和不足，明白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分

析影响发展的本质问题，找出解决问

题的举措。

让古城重现昔日的辉煌，不仅仅

是芝英老百姓的心愿，也是浙江省开

展千年古城复兴工作的出发点。目

前，千年古城建设规划已经明确，要

通过规划引领、项目推进，打造古迹

保存完好、文化标识鲜明、产业发展

兴旺、公共服务优良、改革活力突显

的新时代千年古城。

面对全面复兴的蓝图，今年，芝

英在千年古城复兴工作上要敢于突

破、敢于创新，在工作推进上聚焦重

点，列出项目清单，逐项落实推进；加

大宣传力度，提升芝英千年古城的辨

识度和影响力；对标千年古城的考核

指标，制定工作计划，压实责任，在新

的一年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芝英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交

通位置优越，在千年古城复兴工作上有着良

好的基础和强大的潜力。

结合实际，千年古城复兴工作要做好统

筹规划、加快政策制定和落地、寻找引入资

金的撬动点，推动复兴工作取得实效。

全域统筹规划，加速落地运营。古城的

打造不能是行政村的“各自为战”，而是要有

“一盘棋”的整体布局，规划引领各个景观串

点成线、连线成面，整合优势资源、促进融合

发展。

加快政策制定，腾出发展空间。古城的

建设是保护与拆除的有机结合，在修缮保护

古建筑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合理

拆除。要做好拆除工作，必须加快拆迁政策

的制定和落实，做好村民的安置。

做好项目谋划，培育多元业态。要资金

就要有项目，要发展就要有人气。要谋划能

够长远发展的项目作为撬动资金的支撑点，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多元业态的引

入，集聚人气，让古城真正地活起来。

除此之外，建议对一些已经具备拆除条

件的建筑先开展拆除工作，以直观的成效带

动其他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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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行：芝英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芝英乡贤会会长

全域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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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芝英镇全面掀起省文明市创建热

潮。该镇强化巡查，落实整改，做好卫生整治、交

通劝导、出店经营整改、公益广告提升等系列工

作，提高人居环境，提升生活质量，擦亮千年古城

复兴的“底色”。

掀起创文热潮 擦亮复兴“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