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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东阳市公安局

城东派出所教导员蒋晟和李宅片区责

任区民警杜李军，又来到李宅古建筑群

巡查。现存的花台门、庚楼、尚书坊、集

庆堂、十台、李氏宗祠等都保护得比较

完整，一些古建筑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这样由所领导带队的古建筑

巡查，已经成为城东派出所的惯例。

李宅社区距东阳市主城区10公里

许，村落已有600多年历史，以气度恢

弘的明清古建筑出名，荷花灯亦是远近

闻名。

古建筑群的防火防盗是头等大事，

城东派出所将此列为基层基础和治安

防控的重中之重，指导社区埋设消防

栓、安装监控、建立消防队伍、配备消防

器材，还每年2次组织培训护村队员，

经常性开展巡查。

蒋晟和杜李军走过精美的花台门、

古色古香的马头墙、历史悠久的文昌阁

……不时有大伯大妈热情地和他们打

招呼：“你们又来了，好啊！”

沿着前厅、门楼、尚书坊，蒋晟和杜

李军一路走到村中的月塘。李宅古建

筑群周边有7口水塘，来自南山的清泉

源源不断地注入，清澈见底。一大早，

城东街道办事处驻李宅片区主任应金

平就到月塘现场指导换“塘牌”。应金

平对蒋晟他们说：“每口水塘都有‘塘长’

负责保洁，都在‘塘牌’上写着呢。原来

的‘塘牌’破损了，这里又将是“正月荷

花灯”的主塘，得换上块新的。”

正说着，李宅社区副书记、第三小

区书记李江涛也走过来了，大家开始商

量“正月荷花灯”的布展、安保工作。

相传，李宅荷花灯距今已有近500

年。近年来，李宅成立了荷花灯会，推

广普及这项传统工艺。如今，正月里到

李宅看荷花灯已成为当地的一大盛

事。据李江涛介绍，2014年以来，李宅

社区每年都在正月期间举办大型荷花

灯展，前来观看的游客达到年均30多

万人次，2017年达到50多万人次。

这些天，村民们正在为“正月荷花

灯”做准备。应金平说：“灯会精彩又

热闹，安全是必须要保障的。我们自

正月初三下午，就要和派出所民警一

道上岗了，每晚坚守到深夜，直至正月

十八。”

日前，浙江省第二批（2014年度）

历史文化村落三年工作检查验收结果

出炉，李宅获得优秀等次。被确定为古

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以来，李宅重点围

绕“修复优雅传统建筑（村落）、弘扬悠

久文化、打造优美人居环境、营造休闲

生活方式”的总体目标，重视保存历史

功能，又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让

古村落“活”起来。

“我经常趁着早晚，到古建筑群走

走看看，行走在石板与卵石铺成的巷

道，借鉴传统古文化，开启工作新思

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守护好父老乡

亲的这份乡愁。”城东派出所所长吴朝

华说。

戴纯青 吴学伟

城中村的乱搭建少了，街边脏乱的

外立面变了，摆满小摊的“咽喉路”打通

了，雕花窗、木板隔扇、龙头阁、粉墙黛

瓦、烟雨长廊……一个清新素雅、令人

耳目一新的海宁市袁花镇浮出水面，徜

徉其间，一代宗师金庸笔下的江湖仿佛

从未远去。

对于千年古镇袁花来说，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是一场不破不立的硬仗，

更是一场接续文脉的“文艺复兴”。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说到底是

以人为本，它的功能定位既要满足现代

化的工作生活需要，也要符合当地人群

的时代审美需求。”早在全面整治启动

之初，袁花镇镇党委、政府就明确，整治

的先决和核心必须是确定一个符合袁

花历史文化传承和时代发展需求的主

题风格。

确定了目标，才能有的放矢；找准

了方向，就会事半功倍。在大刀阔斧清

除积弊的同时，袁花对小镇未来的构想

也逐渐明晰。在充分挖掘文化基因和

历史文脉，突出“保护、挖掘、传承”六个

字的基础上，“新中式”风格应运而生。

“袁花镇老镇区骨架不错，又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大部分房屋比较

旧，当务之急是对镇区进行改造，融入

新中式武侠元素，重塑一个有灵魂有魅

力的江南武侠新市镇。”驻镇规划师李

海斌说。

随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走向纵

深，曾经的袁花集镇上，乱设摊、乱停

车、乱堆放等“十乱”现象没有了；脏乱

差小作坊不见了；违法违建拆除了；空

中蜘蛛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

洁的道路环境、美观大气的安置新居、

规范有序的停车场所、规划合理的产业

区块、高效新颖的保洁设备。

随着全域整治逐步推进，未来坐落

于袁花的“新中式”侠客小镇呼之欲

出。以约94公顷的镇区为画布，以“新

中式”十八字口诀——“坡屋面、白粉

墙、回字纹、雕花窗、龙头阁、褐底招”

为指南，袁花塑造了“闲生活、雅生活、

趣生活”的崭新功能定位。全域规划

既保留了传统中式风格，又融合了现

代实用设计，简约流畅、返璞归真。道

路命名、雕塑小品设计中，金庸武侠元

素俯拾皆是。

“‘侠客小镇’将成为一个小镇客

厅，将农村与镇区连接起来，从空间上

把金庸武侠思想具象化、融合起来，进

而激发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袁花

镇党委书记袁杰说。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不仅是修一个壳，还要考虑生活、

生产和生态与文化的融合，要重“形”，

更要重“魂”，不仅要让小镇焕发新容

颜，成为“颜值担当”，更要让小镇居民

接续文化传统，紧握时代脉动，从而令

小镇生活品质实现提升。

传说中的“花溪十二景”，早已消失

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优美舒适的生态

居住环境始终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内心向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不

仅是一次生存空间的整理重塑，更是一

次文化的“有机更新”。“向阳而居是人

的理想生活，我们布局的产业和城市如

一株株向日葵，追逐着阳光，来年定会

鲜花遍地、硕果累累。”袁杰说。

告别了“石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年

代，袁花镇因循着独特的产业与文化优

势，阳光科技小镇不断发展壮大，江南武

侠新市镇初具规模。随着产城融合螺旋

式递进，环境整治加快、城镇有机更新，

一个“一路向阳花似锦，雅韵江南武侠

风”的美丽新袁花正阔步踏上新征程。

“当心手机被钳走”

昨天上午，临海市公安

局杜桥派出所民警走上街

头、走进车站，就防盗、防骗

及“缴刀枪、灭隐患”等内容

进行宣传。图为民警在车

站向过往乘客演示扒手用

钳子盗窃手机的情景。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海上救人成功率高

通讯员 吴樟强 袁玉国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台州市海上搜救中心

获悉：2017年，台州辖区发生海上险情37起，遇

险人员323人，遇险船舶44艘；台州市海上搜救

中心组织协调各方力量，成功救助遇险人员315

人、船舶37艘，海上人命救助成功率达97.5%。

为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

动，大力弘扬“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团

结就是力量”的海上搜救精神，台州市还制定了

《台州市海上搜救志愿者船舶参与海上搜救行动

经济补助实施办法》等制度，每年对参与海上搜

救的社会船舶进行燃油补助。据统计，2017年，

台州辖区社会力量参与救助遇险人员104人，占

总救助遇险人员数的三分之一。

轻微刑案快速办理

通讯员 叶旭耀 徐楚楚

本报讯 日前，青田法院联合公安局、检察

院、司法局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

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

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

期限。

据了解，4家单位明确了适用快速办理机制

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期限、程序等，要求侦查

期限、审查起诉期限、第一审审理期限各不超过

10日，在提审讯问时就是否同意启动快办机制征

求被告人意见。

在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与鉴定机构将实行

驻点鉴定、集中鉴定，加快鉴定意见出具速度，将

同期快办案件相对集中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

察院指定专门办案组织或者专人办理，简化文书

制作、审批程序，集中提起公诉，量刑建议在起诉

书中一并提出；法院开展集中审理或远程视频集

中审理，集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集中宣判，并

简化裁判文书制作。

谨防网络贷款诈骗

通讯员 陈政 刘东东

本报讯 近日，苍南法院少年庭审理了一起

诈骗案件，被告人温某因为向3家不同的网络贷

款公司骗取贷款共计13963元，被判处拘役6个

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据悉，日前

尚有3起同类案件在等待审理。

当前网络贷款方兴未艾，网络贷款诈骗悄然

滋生。“贷款+互联网”方式因其网上办理便捷、快

速、门槛低，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其中漏洞，以故

意非法占有为目的，对网贷公司进行诈骗。据

悉，近期此类案件集中爆发，仅苍南地区已收案

二十余起。苍南法院法官提醒，此类案件的被告

人大多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如果为一时享

受，明知无法还款还进行网上贷款，切勿认为数

额小就不构成犯罪。

一次不跑获得信贷

通讯员 王华峰 占飞云

本报讯 为做好“最多跑一次”工作，江山农

商银行进一步提高农村便民自助终端机具覆盖

率，提升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完善自助终端业

务功能，改善助农点服务形象，拓展助农点服务

项目，让农户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便捷的普惠金融

服务。

同时，江山农商银行依托普惠通手机业务，

释放客户经理活力，切实解决客户经理走不出去

的问题，真正实现信贷服务上门化，让客户“零上

门”即可获得信贷服务；加强信贷业务电子化渠

道建设，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等电

子渠道放款业务，让客户在贷款到期转贷时“零

上门”即可顺利完成转贷业务办理。

走过花台门，月塘里放荷花灯

民警守护“父老乡亲的乡愁”

在整治中传承历史、延续文脉

千年古镇的“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