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淯溪镇下街：百年沧桑迎新生
——“老街新韵”系列之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通讯员 黄震 实习生 付锦林

整
治
改
造
后
的
淯
溪
镇
下
街
。（
当
阳
市
住
建
局
供
图
）

视点东湖评论

阅读提要

老街故事韵味悠
长，守护老街势在必
行。守护好、传承好、
发展好，做好改造与活
化的文章，推动历史文
化与自然景观的有机
结合，注重传统街巷与
现代生活的自然融合，
让老街保持生命力，始
终处于鲜活的状态。

时事绘时事绘来论来论

连日来，《湖北日报》推出系列报道“老街
新韵”——通过走访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和
传统风貌区，探寻各地在保护、传承、发展这些
城市记忆方面的生动实践。一条条有历史、有
故事、有文脉的老街古巷，在荆楚大地上焕发
出新的时代韵味。

襄阳市古城外的六〇三文创园，促进文化
与科技、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集三线文化展
示、非遗体验、文化展演等体验型、服务型特色
公共文化空间；荆州市沙市洋码头，既延续了
码头文化和工业遗产的历史肌理，也体现了时
尚街区的现代活力，成为展示城市特色和底蕴
的窗口；宜昌市猇亭区古老背社区织布街，巷
陌交错的青石板路，青砖黛瓦的明清建筑，让
这里古韵犹存……一座座老厂房，一条条老街
区，如同承载着历史印记和文化符号的毛细血
管，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守望着城市的过去、现
在及未来。

那些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老街古巷，
其所蕴含的独特地域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重
要的文旅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
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
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珍爱之心、尊崇
之心，就是要看到这些活态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既不能急躁盲动、急功近利，也不能消极以
对、无所作为。在追求快速发展过程中，有的地
方贪求“短平快”，大拆大建、拆真建假；有的将
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作急于卸掉的包袱，对承载
厚重文化的古街古镇视而不见。老街故事韵味
悠长，守护老街势在必行。守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做好改造与活化的文章，推动历史文化与
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注重传统街巷与现代生
活的自然融合，让老街保持生命力，始终处于鲜
活的状态。

老街新韵，关键在于讲好老街故事。有哪

些能够真正展现其历史文脉的代表性故事，当
以沉潜的心态去挖掘；“修旧如旧”的尺度如何
贯穿街区改造的始终，当以历史的耐心去雕
琢；有哪些与之相匹配的商业业态可以进入，
当以审慎的态度去甄别。老街的最大特点就
是深度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平衡城市建
设与文化传承、市井烟火的关系，极为重要。
留住古建筑和原住民，某种意义上就是留住活
态历史。

当前，许多地方正致力于把自然风光和人
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讲好老街故
事是其中一个重要突破口。文化赓续与创意
营建，可以在老街的一砖一石间编织出共荣共
生的斑斓画卷，人们通过抚摸历史的斑驳印
记，更能触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古街，带
着“古老”的底色与文脉，随着时代发展拓展

“新”的意蕴和表达方式，就能与城市一起走向
更明媚的未来。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消防栓“爆改攻略”：有
人将入户门前消火栓改色或改装成镜子样式；有在
消火栓箱门板前安装百叶帘、洞洞板；甚至还有的在
消火栓前做一排收纳柜……大部分改装都未设置明
显标识。（5月21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为了所谓的美观和节省空间，而对消火栓任意

“爆改”，于己于社会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是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违法行为。小小
消防栓是掐灭火灾苗头的利器，是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守卫者。任何形式的“爆改”，都应当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儆效尤。

（文/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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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珍爱之心讲述老街故事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日前，活跃于网络上的几
个百万级炫富网红被各大社交
平台封禁或屏蔽。

满墙的大牌包包、帝王绿
翡翠珠宝、上百万元的消费单
……网络炫富是一种畸形的网
络现象，这一类网红，是不是真
的“富豪”不得而知，他们衣着
打扮刻意，言语行为出格，通过
展示纸醉金迷的生活，渲染极
度奢华的物质场景，迎合一些
人猎奇、窥探的心理，吸引了一
大波流量。网络炫富传播拜金
主义、物质至上等不良价值观，
这些不良导向会对社会造成很
多负面影响，传递不劳而获、躺
赢躺平、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
宣扬物质崇拜，损害主流价值，
必须被喝止。

炫富网红集体被封，凸显
了网络不是真空地带。随着网
络主播大量出现，对网络主播
行为的监管力度也在加大。
2022 年 6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文化和旅游部共同制定印
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明确
规定网络主播应当坚持健康的
格调品位，自觉摈弃低俗、庸
俗、媚俗等低级趣味，自觉反对
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
象、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自觉
抵制违反法律法规、有损网络
文明、有悖网络道德、有害网络和谐的行为。

整治网络炫富，并非针对“富”。鼓励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
生活，追求共同富裕，这里的“富”是社会发展
的一种目标，是鼓励全社会努力奋斗，是倡导
通过劳动和智慧致富。而在鱼龙混杂的网络
社会，有的主播却把炫富作为“网红新赛道”，
租借道具、营造场景，打造极富极奢人设，为
的是将吸睛变吸金。网络上的炫富，呈现的
是虚荣、空洞的“富”，没有半点正向激励，只
会造成大众感官、心理上的落差冲击。整治
网络炫富，针对的正是不良网络文化，是损害
社会风尚的行为。一些网红借助虚假炫富手
段来推销商品或服务，还对消费者构成了欺
骗和误导，对这类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更要
依法惩处。

畸形炫富与网络卖惨，都是为了流量不
择手段，为了“出圈”什么故事都敢编。积极
整治这些不良风气，让真实成为网络传播的
通行证，让踏实努力成为网络传递的社会文
化，让主流价值成为网络从业者的自觉遵循，
激浊扬清，共同维护健康积极的网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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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
不能成了廉价劳动力

□ 戴先任

今年春招市场，“共享员工”一词
大火。有人称“共享员工”就是变相
的“劳务派遣”“外包”“临时工”，专家
表示，应从根源上厘清“共享员工”的
概念，否则会破坏正常的劳动合同秩
序，无法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
效保障。（5月23日《工人日报》）

“共享员工”的出现，起初是盘
活一些行业的闲置劳动力，实现人力
资源再分配，缓解其他行业的“用工
荒”难题。一些选择“共享用工”的
劳动者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企业，而是
与企业就某一项目进行短期合作。
但一些用人单位用工“假共享”，责任
却“真甩锅”，比如通过使用“共享员
工”规避用工风险，借“共享员工”逐
渐取代劳动合同用工，以减少社保缴
纳等成本。“共享员工”还存在企业间
用工责任不够明晰、劳动者权益易受
损等问题。

“共享员工”不能成了用人单位
的“廉价劳动力”，成了企业规避用工
责任的工具。对“共享员工”模式，监
管要及时跟上，建立健全相关劳动法
规、监管机制，解决“共享用工”劳资
之间劳动关系难界定的问题，厘清劳
资双方权责，保护好劳资双方的合法
权益。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相关
平台、企业的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好从业者的合
法权益。“共享用工”的从业者也要增
强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与用工单位
合作前，要能就劳动关系、工作任务、
薪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进行确
定，以免事后引发矛盾纠纷，保护好
自身的合法权益。

“共享员工”要能共享权益。确
保共享用工合法依规，才能实现劳动
者、企业等多方“共赢”，促进这一灵
活用工模式长远发展。

鹤峰县燕子镇石龙洞村三里
荒，马铃薯新苗成片地“铺”在山头，
长势喜人。

“这一茬土豆是4月上旬播种的，
7月到8月将迎来收获期，1亩地保底
可以收3000斤，好的地块能收4000
多斤。”清风徐来，村民丁清政抹了一
把额上的汗珠，嘴角挂着笑意。

石龙洞村地处海拔 800米至
1200米之间，山高林密。虽然这里
的土壤、气候很适合种植“马尔科”
马铃薯，村民们也一直有种植马铃
薯的习惯，但多年来始终没有形成
规模。种植分散，加上技术标准不
统一，当地马铃薯始终走不出深山。

2021年起，省民宗委驻村工作
队进驻石龙洞村，两届驻村工作队
接力帮该村“摧阻拔塞”发展马铃薯
产业。

“‘马尔科’马铃薯就是大家常
说的‘恩施小土豆’，其实有很多细
分品种。”省民宗委驻石龙洞村工作
队队长刘明亮说，驻村工作队与村
里经过深度调研，决定调整马铃薯
的种植品种和模式，校准产业方向。

经驻村工作队协调，石龙洞村
引入一家专注于“马尔科”马铃薯育
苗的企业，并在省农科院和恩施州
农科院专家指导下，结合气候、土壤
条件，培育改进马铃薯品种“马尔科
—米拉”。相比于市面上的“恩施小
土豆”，该品种口感更加软糯，经过
长时间烹煮后不易“化”掉，亩均产
量也更高。

要想实现经济效益，必须发动
村民按照统一技术标准适当扩大种
植规模。但不少村民认为本村地处
深山，无论种什么都不好卖，不愿尝
试。为打消村民们的顾虑，驻村工
作队双管齐下，一方面，联系省农科院、州农科院的专家，
定期到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另一方面，鼓励企
业在村里相应点位安装气象、病虫害监测设备，降低种植
风险。“我们还探索建立‘党组织+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刘明亮说，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加入合
作社，既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对农户的管理效率，又可以更
好地保障农户权益，促进农民增收。

“前不久频繁下大雨，如果是农户零散种植的马铃
薯，很容易出现死秧。”石龙洞村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贵春说，这次按照标准化技术要求种植的马铃薯，秧
苗并未遭受明显损失。

为助推“好货出山”，省民宗委整合多方资金对石龙
洞村两座漫水桥实施改造升级，并参与屏山峡谷至宜来
高速燕子镇出入口的道路新建，畅通村里的交通循环。

如今，石龙洞村已有180多户农户参与标准化的马
铃薯种植，全村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村民们平均每亩
地增收300多元。村里还建起了马铃薯“育苗工厂”，承
担了恩施州约三分之一的种薯繁育任务。

5月16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当阳
市淯溪镇下街，耳边传来一阵叮当之声，铁
匠胡师傅正拿着铁锤敲打铁器。夏日当空，
微风不燥，打铁声尤为清脆，给这片古朴的
街巷添上一曲灵动的背景音。

胡师傅年过古稀，在此营生40余年，房
屋正厅摆放着铁制农具对外售卖，后堂专事
打铁生产。百年前淯溪镇商户的生活惯例，
在此处探寻到隐约的踪迹。

淯溪河旁房“摞”房

淯溪镇下街，兴于清末，是典型的清末
民居建筑集群，保存有“一街五巷”传统格
局，全长约800米。房屋以白墙、黑瓦、红柱
为主，古朴庄严，是徽派建筑风格。大户人
家房屋纵深30余米，分为两栋房屋，各设有
正厅、左右厢房和堂屋，中间开挖天井采光、
通风，两侧有高拱曲起的风火墙。

特别的建筑结构和当地浓郁的商贸文
化息息相关。沙市开埠后，淯溪镇成为商贸
重镇，从淯溪镇码头出发，经淯溪河串连漳
河，再沟通长江，上溯远安、南漳，下至沙市、
上海。发达的水运交通使得淯溪镇成为当
阳、南漳、荆门、远安边境农副土特产品物流
中心，吸引了咸宁、汉川以及江西、湖南等地
商户迁徙定居。

“商人住处要方便贸易，讲究聚财、安
全。”淯溪镇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陈红耀介
绍，正厅是店面，厢房和堂屋则是居住、生产
空间，“前店后院”的房屋构造方便屋主交
易，四间房屋的用水集中到天井之中，水为

“财”，“四水归池”就是“聚财”，风火墙起遮
蔽作用，保障屋主的隐私和安全，后门直通
河道或公路，便于运输。

当地人祖上几乎都曾从事过贸易。陈
红耀回忆，他爷爷那一辈的年轻人，平常务
农，每隔十天半月就挑着淯溪出产的土砂罐
前往宜昌售卖，再将宜昌的橘子挑回淯溪，
农业和商贸“混搭”，操持着全家人的生计。

这份繁荣因日寇侵华戛然而止。武汉

会战后，日军频繁出动飞机轰炸当阳境内，
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在敌人来
犯、城市失守之际，大量淯溪民居被烧毁。

抗战胜利，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下
街的多户民居都留存着重建的痕迹——地
基和墙面下半部分的空心青砖由黏土烧制、
加水冷却而成，淋水时黏土中的铁不完全氧
化，生成了青色的低价铁，这是清朝的制砖
技术；墙面上边则是红砖或者粉刷后的白
墙，是抗战胜利后加盖而成。

新房“摞”着旧房建，这明显的新旧砖
块分界线，无言地述说着这块土地历经的
沧桑。

破落老街变身宜居街巷

“老宅是祖辈留给子孙的财富，一代又
一代人加盖扩展而成，一栋房屋是几代人的
心血。”陈红耀感叹，淯溪镇下街经历过洪
水、战争，流离颠沛，商贸传统却未断绝。新
中国成立后，保康、南漳大山的木料，东巩、
栗溪的山货、土特产，荆门的蚕丝、土布，淯
溪的猪仔、粮食、棉花，观音寺的无烟煤、木
炭等，都在这里集散。直到陆路交通发达，
淯溪镇才逐渐没落。

进入新时代，淯溪喜逢甘霖。2019年，
淯溪镇获评中国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
2020年，淯溪镇下街历史文化街区获批首

批湖北省历史文化街区，同年，《湖北省“擦
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2年）》发布。古镇淯溪迎来了又
一个春天。

淯溪镇依托“擦亮小城镇”项目，打造荆
楚文旅名街，投资约千万元，对淯溪镇下街进
行整治改造，街区103幢建筑统一风格，恢复
历史商业风貌。“我们不大拆大建，在保存历
史风貌的基础上，就地取材，开展修缮整治。”
负责街区整治工作的淯溪镇副镇长邓明涛
说，经费有限，就地取材节省了不少成本。以
石材为例，市场价每平方米约为200元，淯溪
镇下街恰好有一处几乎废弃的石材厂，可以
低价购买；在有限的经费里，还对街区内临街
老屋进行立面和屋顶的保护性修缮、开展污
水管网建设、建设滨河长廊等。

当地居民对整治改造非常支持，自发监
工、出力。改造后的街巷卫生、明亮，喜悦的
居民又纷纷购买绿植，装点房前屋后。

文旅“加持”老街迎新生

在历史传承中，淯溪形成了自己的饮食
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了丰富饮食品种，淯溪
人制作发糕、汽水粑粑、大粑粑等，均以大米
为主要原料蒸或煎而成，其形松软，香甜可
口。当地流传有漳河大鼓、“杀故事”、皮影
戏、民间小戏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拥

有打鼓说书、桃园幻灯、皮影戏、路狮子、划
采莲船、舞龙灯等丰富民间文艺样式。

除对淯溪镇下街进行街面改造外，当地
还建起了民俗博物馆、电影博物馆、图书馆
等，对民俗文化进行整理、集纳、展示。其
中，电影博物馆于2022年向居民和游客免
费开放，占地400余平方米，内有老电影设
备76台、各种型号的电影胶片250多部、电
影配套设备百种、元器件千件，均来自老放
映员贺宗耀的收藏。在体验区，贺宗耀熟练
地拨动着幻灯片和放映机，电影胶片“咔哒
咔哒”轮转，幕布上播放着《地道战》《英雄儿
女》等经典电影。

卢云飞在淯溪出生，在他的记忆中，粑
粑、豆饼、糖果子都是儿时在集市上品尝过
的美食，在广东当兵十多年，童年的味道渐
渐淡忘。走进民俗馆，馆内的饮食图片唤醒
他沉睡的味蕾，“好像闻到了米粑的香味，回
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淯溪镇历史悠久，文化丰厚。邓明涛
介绍，楚文化、三国文化、商贸文化、电影文
化都在淯溪留有印迹，淯溪镇下街正打造
集传统商铺、旅游、网红“打卡”和研学基地
于一体、具有传统风貌和舒适人居环境的
历史文化街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期待
更多游客来到淯溪镇下街，实地体验这里
的人文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