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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四个字来形容解放
西路历史文化街区，那就是“原汁
原味”。与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
区一样，我县北门历史文化街区
也曾是商贾聚居地，明万历年间，
就有直街、横街、先横后直街、新
街等4条主街，19条巷弄。这里居
住着一代一代常山人，岁月更迭，
旧貌急需焕新颜。保护修缮显然
是当下最好的选择，既不损失面
积，又把空间腾了出来，更重要的
是，传承了城市历史文脉，唤醒了
老街区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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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云·现代旅游根据地
渣濑湾站正式营业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陈书窗）日前，腾云·
现代旅游根据地渣濑湾站正式对外营业。

在腾云·现代旅游根据地渣濑湾站，白墙
灰顶徽派建筑风格的房屋与村庄整体风貌相
呼应。27号农房内，村民徐军亚正在整理客
房。她告诉记者，自己怎么也想不到，闲置的
农房经过改造后成了民宿，环境变好了，自己
成了民宿管家，每个月还能领工资。

“改造后的房屋也提升了我们村庄的整体
环境，而且房子还有房租可以收，我们在民宿
帮忙还有工资，如果有人入住的话，每张床我
们还能有一笔费用收入，相当于一栋民宿有三
份工资呢！”徐军亚介绍。

“闲置农房”变民宿、村民成管家，渣濑湾
村不断把愿景变为现实，让百姓足不出户就可
在家门口赚钱。目前，已有11幢农房完成改
造，现已对外营业。

“渣濑湾站的客房已经排到3月底，2023
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达到1万人次。”腾云·现代
旅游根据地渣濑湾站负责人王利云介绍，接下
来，腾云·现代旅游根据地渣濑湾站还将加快
小木屋、集装箱营地、游客中心和合院式高端
民宿打造，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业态，提升旅
游服务品质，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实现共
同富裕。

[健康常山]

[他山之石]

跑出病理诊断“加速度”
日前，县人民医院病理科引进了快速自动

组织脱水项目，同时优化工作流程，将常规病理
报告时间控制在了24小时内。部分活检、穿刺
的患者，因病情危重、需要会诊等特殊情况确需
加急，也可24小时内就拿到病理检测报告。

据悉，一份病理报告有技术处理和医师读
片两大过程。从手术中切下的人体组织标本
到制成一张可读的病理切片，需要经过固定、
取材、脱水、浸蜡、包埋、切片、染色、阅片、打
印、核对、签发等诸多步骤，其中组织脱水占的
时间较长，仅小组织的脱水通常都要在15小时
以上。因此，通常情况下需3-5天时间才能拿
到病理诊断报告。部分疑难病例还需要进行
讨论或者专家会诊，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拿
到报告。

县人民医院新引进的快速脱水项目，可在
不影响组织后续处理的情况下，将脱水时间从
15小时缩短至1-2小时。“超声快速组织脱水
机利用超声波震动、恒温水浴和专用试剂对病
理组织完成固定、脱水、透明全过程，并能够实
现病理组织浸蜡、包埋过程，处理的组织以小
标本（骨组织除外）为主，全程只需3-6小时，
使得病理检查当天出具病理报告成为可能。”
县人民医院病理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
可惠及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耳鼻喉科等学科
有病理检查需求的患者，特别是需要尽快拿到
报告的活检或穿刺常规病理检查的患者。

唐勇民 供稿

一步一景续文脉
一砖一瓦皆生活

——探访浦江古街②
记者 陈倩 占振宇

后街和东街多为商户，是典型的商
业街，而西街则是居住区。在这里，原
住民洋溢着幸福笑容，无一不在感叹街
区今非昔比。“我在这里住了20多年
了，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古
街的风韵还在，现在，我们老人有空的
时候就这里坐一坐聊聊天，大家都很开
心。”本地居民赵仕清说。

“原本一些路由石子跟黄泥铺成，
特别窄，两边的房子破旧，整体环境脏
乱差。”“我们住在老房子里时，每逢下
大雨下大雪都很害怕，现在经过修缮之
后，一点顾虑也没了，住在里面心里很
踏实。”通过大家描述，我们多少能拼凑
出一些改造前的样貌。

西街是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的
主要街巷，民主路历史文化街区完成保
护修缮后，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利用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大家都非常
支持，我们签约也非常迅速。”浦江县片
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建设科副科长楼昱
良告诉记者，修缮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浦
江的记忆。

今年75岁的张国强在西街生活了

大半辈子，对街区有着很深的感情。他
和老伴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帮街坊邻居
理理发。“我们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开
门，有生意就做生意，没生意时，我们两
个人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很惬意。”
张国强说，以前房子经常漏水，住得很
不方便，现在一修缮，夫妻俩住着很满
足。

虽没有民主路历史文化街区繁华，
但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给人的感觉
是自然古朴。踏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
走过一条条幽深长长的巷子，屋檐下还
摇曳着红色的灯笼，宁静而美好。

当然，平静之下，老街居民的生活
也多姿多彩。民主路、解放西路历史文
化街区内共有2个文保单位，9个文保
点，97幢历史建筑。方氏宗祠就是其
中之一，修缮后的方氏宗祠有了新用
途，每晚都会放映老电影，丰富当地居
民的业余生活。“我经常过来，跟小时候
一样，挂着幕布看电影，大家坐在一起
热闹！”当地居民陈文喜是“常客”了，经
常来这儿溜达。

《今日浦江》报原总编辑张明也是

街区的原住民，他曾写下过无数关于历
史文化街区的文章杂录。在他看来，历
史文化街区是浦江人的精神原点，保护
修缮留住了“美丽乡愁”。“首先居住的
环境得到了改善，这对百姓是一个利
好。另外，保护修缮后的古街更加符合
以人为本的要求，把街区的生活污水统
一纳入到了城市排污系统，这也利于城
市的长远保护。”

护水节水齐参与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一届“世界水

日”，3月21日，县教工幼儿园柚苑分园
以“小水滴、大力量”为主题，开展了节
水标志设计、收集雨水浇花、节水宣讲
等系列活动，引导小朋友认识到水资源
的重要性，树立节水意识和正确的用水
观念。图为小朋友将自己设计的标志
粘贴到水池旁。

记者 汪杰 通讯员 程妤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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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食用笋30年实现“三级跳”
本报讯（见习记者 葛锦熙 通讯员

王莹）3月12日，天气晴好，何家乡江
源村“秀兰小院”农家乐生意格外好。

“这几天来村里挖笋的游客很多，挖了
鲜笋到农家乐里来烧，吃个饭都要排
队。”店主告诉记者，随着近几年江源村
围绕食用笋做好“竹林游”文章，增设景
观、提升风貌，游客越来越多。

江源村种植食用笋已有近30年历
史。上世纪90年代，在当时县林业局
的协助下，江源村从安吉引进了食用笋
种植项目，以解决滩涂抛荒和水患治理
问题，试种了40余亩白哺鸡竹，但由于
缺技术，效益不高。

2002年，江高星接任江源村党支
部书记。见种植食用笋的固沙效果明
显，江高星动员全村干群，逐步将种植
面积扩大至160亩，并聘请县里的相关
技术专家进村辅导，引进了砻糠覆盖保
温技术和集中统一灌溉抗旱技术。食
用笋产量提高，农户开始陆续有了收
入，吸引了更多村民加入种植行列。到
2005年，全村种植面积达到了800亩，

江源村的食用笋实现了规模经营的“第
一跳”。

种植面积增加、产量提高，销售成
了一个紧迫问题。2007年开始，村民
何建兵开始以市场价统一收购食用笋，
销往江苏市场，村中80%的食用笋销
路有了保障。2020年，疫情来袭，物流
受堵。何家乡驻村干部张思敏利用抖
音平台开始尝试直播带货，以5天销售
1500公斤的成果打开了大家的思路，
村民们通过自行直播、委托外地亲友代
播代售等，将食用笋远销江西、福建、北
京等地。同时，与衢州农商城、衢州金
佰汇超市等大型商超达成了销售合
作。三年疫情，经过“线上直播+线下
直销”的运营模式，江源村的食用笋实
现年销150万公斤。打开销路成了带
动产业发展最关键的“第二跳”。到
2020年，江源村的食用笋种植面积达
到了1700亩，亩产更是高达12000公
斤至18000公斤。

江源食用笋成了当地带动增收致
富的知名品牌。2022年，江峰继任村

党支部书记。江源村联合何家村、樊家
村抱团组建了常山县廉竹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廉竹公司），
保底价收购食用笋。2023年1月，廉
竹公司收购了江源村村民15000公斤
的食用笋销往各大市场，并为村集体增
加了十多万元的收入。随后，村里又提
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第三跳”新思
路。目前已配套建起了占地近50亩的
竹林迷宫、300余米长的竹林游步道，
新建了占地4000余平方米的江万里广
场。“有人来、留得下，还要玩得开心、吃
得开心，这才是江源食用笋产业发展的
理想模样。”江峰说。

据了解，江源村700余户农户中有
600余户种植食用笋，全年仅此一项村
民们的收入就有近1000万元。为了进
一步引导产业发展，村里正在谋划建设
竹文化展示交易中心，打造一个集食用
笋收购、销售、冷藏、文化展示于一体的
综合体，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