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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四年，历经颠沛流离，李清照避难金华，一介才女，时年50岁，在这座秀美安逸的江南小城，寻得了短暂安宁。

卜居酒坊巷的那段岁月，李清照不止一次登上八咏楼，站在近9米高的石砌台基之上，面对奔流而去的婺江，连绵叠嶂的南山，写下“水通南国三

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千古绝唱。

在李清照眼里，这座暂居之城，有着水通南国的蜿蜒空灵，更有气压江城的恢弘磅礴。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正是一座城市的两面。

经年流转，沧海桑田，距李清照题诗800多年后，日前，金华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穿梭于城市的新街古巷，同样可以寻到两种不同

的特质，在这里碰撞、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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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明城市？

往大了说，是努力塑造更加美丽

和谐的“金华新形象”，打造“和美宜

居、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美丽中

国”样板城市。

金华花大力气、下大投入开展精

品城市建设，一批亮丽的城市会客厅

在金华大地涌现，城乡环境面貌焕然

一新，文明新风处处可见。

这些，是一个城市的面子。

而文明城市，同样需要“里子”，是

普通人的平凡生活里，实实在在的好

处；是生活理念上，一点向上向善向美

的转变；是过马路时，来往车辆为你让

行；是回家时，不用为找车位而烦恼；

是小区楼道里，一面没有牛皮癣，干净

整洁的墙面；是出门买菜时，市场里的

污水不会搞脏鞋面；是吃饭时，自然而

然拿起的一双公筷；是丢垃圾时，知道

分类和投放的时间⋯⋯

要面子，也要里子，这就是金华文

明生活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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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记忆和城市新生寻找历史记忆和城市新生

一座城市最吸引年轻人的，或许是几处网红

打卡点，如同西湖之于杭州，田子坊之于上海，浓

缩城市气韵精华。

在婺州古城里，随手拍下一张照片，湛蓝天空

下屋角飞檐，寻到一座城市最深的记忆；傍晚时

分，绕着湖海塘骑行，落日余晖，微风拂面，遇见一

座城市的现代新生。

●婺州古城
金华故事在哪儿？保宁门、八咏楼、万佛塔，还

是侍王府？不管哪一处，它们都在婺州古城里。这

里，是老金华人口中的“古子城”，不仅是金华文化

的发源地，更是人们心目中“最金华”的地方。

翻开金华府城历史，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

见证了城市历史的变幻沧桑。城市发展扩张，古

城被时光蒙上厚厚的纱帐，狭窄的古街石巷里，时

间犹如停滞一般。

80 后的马腾飞，在八咏路上经营着一家名为

诚信玉行的小店。十多年来，他记忆中古城的精

华都在周末的马路收藏品市场，人气旺的同时，也

有场地小、摊位紧、停车难的问题。

2019 年，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区块高起点高

定位高规划，重点建成“一街六馆”，开放城垣遗

址，打造国家AAAA级景区。

如今，通过万佛塔复建、仿古建筑立面整治和

灯光夜景亮化提档升级改造，古城重迎生机。

新出炉的“婺州古城十景”，每一处都文艺范

十足，随手一拍就是手机壁纸。

原本路边临时的摊位，已重新规划整合在老

六中的操场内，现已成全省最大的露天古玩市场。

沿街商铺关门越来越晚。古色古香的熙春

巷，10 多间小木屋两侧排开，售卖的不仅是八婺

美食，还唤醒了味蕾上的乡情乡愁。重建的酥饼

馆、火腿馆、金华酒馆、道情馆、婺剧馆和中医馆，

串起了金华历史文化和非遗传承的明珠。

●湖海塘公园
如果说，婺州古城里有金华遥远的记忆，湖海

塘公园里，则可以看见城市的未来。

“一山一滩一洲一湖”是金华人对于故土的天

然记忆，“一湖”就是湖海塘。这里也是城市向南

发展的新起点。

曾经的湖海塘，由于村民围库养鱼、填湖养

猪、养鸭，致使水域面积减少，水体污染。2015年

8月，湖海塘公园整治施工，2年后惊艳归来。

如今的湖海塘公园，是金华面积最大、景色最

美的湿地公园，也是金华人心中的“小西湖”。东

动西静，北阔南幽，集运动、休闲、会展等功能于一

体，日客流量最大时近3万人。

行走在湖滨广场，清风拂面，推着婴儿车的新

手爸妈、奔跑玩闹的孩童、携手散步的老人⋯⋯傍

晚是这里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在这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文明之城的点

点滴滴：周边新辟停车场提供近千个车位；公园

10座对外开放的公厕，方便贴心。

新种下的树还在生长；新栽下的花含苞待放；

新播下的种子，正待发芽⋯⋯再给它们一点时间，

经历蝶变的湖海塘公园，说不定会带来更大的惊

喜。

触摸人间烟火和都市脉搏触摸人间烟火和都市脉搏
从哪里能读懂一座城？有人说是博物馆，也

有人说是市场。

金华人的一天，从菜场开始，这里能看见新鲜

瓜菜，挨挨挤挤，感受人间烟火里的生之乐趣；而不

远处的购物中心里，新开的精致餐厅、新上架的换

季服装里，能触摸到最前沿的都市脉搏。

●兰溪门市场
一座菜市场，半部金华史。

每个老金华的记忆里，一定少不了兰溪门市

场。四十年前，八一北街的路边摊，是兰溪门市场

的雏形。作为市区蔬菜水产品批发地之一，在每

天红红火火的生意里，也有着与城市中心区块发

展格格不入的纷乱和嘈杂。

2019 年 11 月 6 日凌晨，市场全面关闭整改，

原先的水产品批发业务外迁，在原址上改建的精

品社区菜场于今年 9 月 7 日开张。围绕生鲜板

块，融入花卉、宠物等休闲元素，打造金华首个生

鲜+休闲的特色街区市集。

如今走进市场，入口处的大屏滚动着市场交

易额、交易量和日客流量，还能统计菜品销量排行

榜、近7日交易趋势。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

“智慧市场4.0”版本，兰溪门市场每个摊位都配备

电子展示屏和统一的智慧电子秤，全程监控食品

销售流程。“大数据还有助于建立用户画像，比如

什么年龄段的人来购物比较多，为今后市场定位

提供依据。”

四十年间，三次搬迁，多次改造，兰溪门的迭

代，也是金华城市腾飞的缩影。

●万达商圈
城市的市场，不仅要承载人间烟火最原始的

印记，也需要踩准时尚前沿跳动的节奏。

2014年7月25日，位于金东区多湖中央商务

区核心区域的金华万达广场开业，这是金华首个

城市综合体项目，首日客流量破 30 万人次，刷新

了金华商业历史新高。

大客流也带来新问题，杂乱无章、堵车严重。

2018 年以来，金东区以“服务+美化”为出发

点，开展万达文明商圈创建，完善“一圈六方”联合

执法机制，消除商圈各类顽疾。

9月初，项目完工，花岗岩新人行道代替破损严

重的地砖，红色透水砖铺设机动车入地库通道，立面

景观灯、商业街天幕、12星座景观灯，灿烂炫目。

广场西侧划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电动车整

齐排列；商圈东、北两侧，设置了“外卖专停区”，解

决外卖小哥停车难痛点；南侧正门清爽整洁，新增

的动物雕塑景观点、手绘墙体区，提升了门面档次。

在广场西南角，一处 30 平方米的小房间，是

志愿者服务站，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点，公交

咨询、基础急救、借伞要水⋯⋯能提供最贴心的志

愿服务。

感受城市便捷和乡村振兴感受城市便捷和乡村振兴
有人爱城市的方便快捷，有人爱乡镇的闲适

恬静。

金华城里，20 多年的老小区，似乎一夜间变

得年轻，和生活了多年的邻居打个招呼：“方便，再

也不用转圈找车位了。”

离市区 30 多公里的乡镇，古街复兴如火如

荼，城里人组团采风旅游，总会感叹一句：“现在的

乡下，真好。”

●邮电小区
位于金东区的邮电小区和戴店小区，是两个

有着20年以上历史的老小区。在这里，老旧社区

的顽疾都曾有过。

“邮电小区最早规划的停车位只有8个，内部

道路也很窄，两车交汇考验车技，老人散步也提心

吊胆。”68 岁的阎勤英在邮电小区生活了 20 多

年，很多住户也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老同事。虽

然墙皮脱落、小广告贴满楼道，大家心里都着急，

但是彼此都熟悉，也不舍得搬走。

而戴店小区情况更糟，楼房上搭建着违章建

筑，私拉的电线在楼宇之间编织成“蜘蛛网”。

改变，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雨污分流、立

面改造、电线整理、绿化补种⋯⋯老旧小区摇身一

变成了崭新的宜居社区。

邮电小区里，通过整治规划出190个车位，小

区中心空旷处设有门球场，同时也是晾晒场，阳光

正好，居民在这里统一晾晒被单、衣物，美观又接

地气。

而更大的改变，在小区门口的通邮街。金瓯

社区书记施小勤介绍，整改后的通邮街已成远近

闻名的网红里弄，周边更是形成了文明生活圈

——金瓯路菜市场，是硬件一流的文明市场；北面

的金东区实验小学，是文明示范学校；南面的建筑

艺术公园，是文明示范公园，夜晚上演灯光秀，让

人流连忘返；离文明示范医院（卫生院）东孝街道

卫生院，不过5分钟车程。

●洋埠镇
每一座古镇，一定有属于它的光辉过往，婺城

区洋埠镇也不例外。这里曾是金华西大门，水通

南国，自古以来商贾繁盛，也是重要粮仓。

洋埠最有名的，除了水岸埠头外，就是一条长

约500米的米行街。鼎盛时期，街道两旁客栈、酒

肆、茶馆、商铺林立。

城市的发展，交通方式的改变，古镇渐渐偏离

核心区，曾经兴隆的商铺门可罗雀。米行街上，农

户门口堆放着柴火、木桶和杂物垃圾，塑料棚乱

搭，私自打钻手摇井。

2018年，洋埠镇启动整治改造，垃圾场变成了

望江公园，破旧的农房改造成了漂亮的农家小院。

整改后的米行街，曲径通幽，照相馆、茶馆、酱

铺⋯⋯满满古风味，这里将打造以商贸、美食、民

宿和米运文化相融合的商埠古街。

小镇不止有水韵古街魅力。

文化路上，白墙青砖灰瓦，墙上有诗词，路边有

绿化；洋埠小学和初中新校区里，崭新的教学楼、田

径场、篮球场⋯⋯丝毫不比城里学校差。

30 公里，让洋埠成了金华最远的乡镇之一，

但享受的文明生活，却和城里人一样近。

有历史的街区，有故事的小镇，记不清哪一

天，洋埠又热闹了起来。街边饭馆里，讲着普通话

的游客多了，有人来拍照，有人只为吃一只老街上

的酥饼。

””

整治后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金东区戴店小区整治前金东区戴店小区整治前

古色古香的八咏路

金华多湖中央商务区

俯瞰金华市区

一座城市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