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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杭州G20周刊

上投集团请杭州人文园林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手绘的勾山樵舍修缮效果图。上投集团请杭州人文园林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手绘的勾山樵舍修缮效果图。

正在负责南山路环境提升改造工程的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简称上投集团），昨天给我们发来求助信息，严
格说起来，这是一则寻物启事：请市民帮个忙，找一块写着“勾山里”三个字石碑，石碑大概有八九十年的历史。

上投集团负责人说，这块石碑以前是嵌在勾山里正对着南山路的石拱门上的，类似地名牌。
前段时间，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教授说起这事，他们才知道有这么块石碑。第一时间联系了最有可

能保存石碑的杭州碑林，可惜并没有。
杭州那么多小弄堂，大部分小弄堂口都会有标着地名的石碑，为什么“勾山里”这块值得兴师动众地找？
这要从勾山里的历史说起。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但一定听过孟丽君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再生缘》作者、清代弹词作家陈端生，

曾住在勾山里的勾山樵舍。
事实上，陈端生的爷爷更“大咖”，是桐城派的领袖人物陈兆仑，号勾山。陈家爷爷在现在的柳浪闻莺正对

面、河坊街南山路口建了一座房子，取名勾山樵舍。
2002年，仲教授去南山路考察西湖边老建筑，在勾山里最东头的荷花池头1号

门口看到了那块写着“勾山里”三个字的白石碑，“字是从右到左写的，右上角还写
着年份，好像是 1930年代，石碑材质可能是汉白玉，白色的，宽一米、厚四五十厘
米、高也是四五十厘米。”

仲教授说，他看到的时候这块石碑是跟一堆建筑材料堆在一起，他当时就和
荷花池头 1号的一位姓吴的住户说要好好保护这块石碑，建议送到杭州碑林去，

“我拍了照片，但底片找不到了。”
上投集团说，希望大家帮忙找找它，南山路提升改造项目要保留展现南山路

原有历史文化，正考虑把勾山里作为一个展示平台。“勾山里”石碑要是找回来，尺
寸合适的话，将会安装在新建门楼上；尺寸不合适的话，会考虑安在门楼侧面或是
勾山里文化墙里。

现在，我们的关键词只有四个：八九十年的石碑，材质可能是汉白玉，上面有“勾山
里”三个字，文字右往左排列。

如果你见过，请把线索发送至邮箱hzyjzy@126.com。
如果你知道有关勾山里的其他文化典故、名人故事、历史石碑等，也可以发邮

件告诉他们。
另外还有一个相关好消息，南山路（解放路—清波路）预计月底基本整治完

成，欢迎市民到时候去参观。
记者 周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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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贸小镇
把在杭外国人带动起来创业

本报讯 天地汇外国人创业就业中心近日在下城区
跨贸小镇揭牌，服务对象是想在杭州就业、创业的外国人。

天地汇相关负责人说，在之前接触中发现有一大批
留学生愿意留在中国创业、就业，却因为缺乏外籍人士
第三方服务机构、文化差异、缺乏人脉基础等因素留不
下来。

外国人创业就业中心未来的业务就是要解决这些
问题：为外籍创客提供政策、租金、项目评估等一系列支
持；为外籍在校学生提供优质实习机会；孵化外籍创客
项目；充当“猎头”，把外籍人才精准推荐给用人单位。

揭牌现场，我们遇到了西班牙小伙乔治，他是加盟
外国人创业就业中心的第一批外国人。

他说，自己到杭州3年了，头一年是在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留学，后两年从事国际贸易，“以前是把中国产品推
荐到西班牙去，现在杭州跨境电商做得很火，接下来我
想把西班牙好产品引进中国。”

记者 周丹红 通讯员 林波

建德要建两个特色小镇
一个是甜甜的草莓小镇
一个是香香的稻香小镇

本报讯 建德计划打造两个农业特色小镇，一个红
彤彤透着甜，一个金灿灿飘着香。

甜的是草莓小镇。
以前路过建德，常常看到果农在马路边摆摊卖草

莓，今后在“中国大棚草莓之乡”的杨村桥镇，要建一个
规划面积约 6平方公里，集品牌农业生产、休闲观光旅
游、有机生活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小
镇。借助小镇，农民的种植和经营模式要
转 型 升 级 ，探 索“ 草 莓+”和“ 互 联
网+”，推动“马路经济”模式向产业化
经营转变。这样，农民增收的路子就
变宽了，步子也会快起来。

根据规划，草莓小镇将按照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标准创建实施，要打造国家级
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长三角生态休闲度假小
镇和创意农业主题公园。

香的是稻香小镇。
位于大同镇，这里是杭州市粮食单产状元镇，有 1.4

万亩稻田。小镇分功能区和生态协调区，要建集高效生
态农业、粮食精深加工、农耕文化体验、乡村民宿等功能
为一体的“大同稻香特色小镇”。

目前，两个特色小镇都在规划阶段，建德市委书记
戴建平说，打造两个特色小镇，是建德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的重要抓手，
也是建德农业补短板、增后劲、促发展的有效载体。

见习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郑勇军

这里藏了
一幅130多岁的摩崖石刻
弥陀寺公园即将亮相

本报讯 从去年开始复建的弥陀寺公园，复建工作接
近尾声，即将全新亮相。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弥陀寺，西湖区
请来澳大利亚的Tim做“导游”，拍了一段英语教学视频。

这个寺庙在弥陀寺路上，从体育场路的晓风书屋走
过去大概不到100米，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是清末
民初杭州四大寺院（另三处是云林禅寺、净慈禅寺、法喜
禅寺）之一。

公园主体工程目前已经修缮完毕，昨天我们也提前
去逛了一下，已经能看出弥陀寺的大致模样。

尤其是寺院内的“弥陀寺石刻”，是极珍贵的一处巨
幅摩崖石刻，约5米高、24米长，已经有130多岁，光滑的
崖面上雕了一篇《佛说阿弥陀经》。复建前，摩崖石刻上
的大字很多都长满青苔，或者被填抹了水泥，整块摩崖
黑绿色一片，看都看不清。现在，在按照植被根系、流水
侵蚀、风化等症状，分别做了化学清理后，摩崖已经恢复
老底子的砖红色，字字清晰，每个字都有手掌那么大，看
起来还是很壮观。

设计单位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说，根据历史记
载，摩崖石刻以前是“躲”在石经阁里的，算是石刻的保
护罩，后来被拆掉了，这次复建了保护罩，让石刻从此告
别风吹雨淋日晒。

再等些日子，公园就会免费对市民开放，成为一个
兼具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脉延续、市民修身养性功能
的地方，到时候可以去逛逛。

记者 刘云 通讯员 高静玮

半夜打着手电顺着臭味找污染源
谭卓铭：企业违法排污不能忍

本报讯 如果说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是杭州环境执法的一把尖刀，那么支队监察一科科长谭卓铭，就是这
把尖刀的刀尖。

谭卓铭2013年起担任监察一科科长。这份工作最难的地方是：双休节假日、夜间这些非正常工作时间，往
往被违法排污者视为“黄金时间”，所以谭卓铭和他的同事们，总要在休息天或半夜里，打着手电，踩着淤泥，顺
着臭气熏天的沟渠查找污染源。

有一次，他们在冬夜的河边，冒雨连续排摸蹲守6个多小时，才掌握了违法排
污的确凿证据，一举将偷排企业绳之以法。

2014年以来，谭卓铭牵头开展环保公安联动执法，重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共
向公安部门移送涉嫌环境违法案件108件，刑事、行政拘留违法犯罪人员172人。

2014年夏天，为了一个废旧铅酸蓄电池非法收集处置案件的线索，他带领队
员们与公安联手，冒着酷暑隐蔽跟踪、化装侦查，100余名执法人员用了 20多天
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打掉了这个横跨杭州、绍兴两地四个窝点的犯罪产
业集团，总涉案金额达1800余万元。

还有一次，公安部门发现一辆非法转运废机油的车辆正准备满载出发，要求
环境监察支队派队员协助调查。那天是周五快下班了，谭卓铭主动请战，连续隐
蔽跟踪整整26小时，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周六夜间摸清了废油运输目的地，
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证据。

谭卓铭学习能力强，特别有活力，也特别敢于创新。他带领科室队员们，积
极探索利用科技手段辅助执法、强化执法。

全市环保系统的污染源基础信息库“一源一档”建设工作，就是监察一科牵
头的市级重点信息化项目之一。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还
得到了环保部的高度评价，环境监察人员只要带着移动终端，企业信息、环评内
容、平面图、管网图随手可查；拍照录像采集证据、制作法律文书一气呵成，大大
提升了执法效率。

污染源全过程智能监管系统，也是谭卓铭牵头的一项市级重点信息化建设
项目，而且是环保部第一批环保物联网创新试点。自2013年12月项目一期建成
以来，全天候、全过程监控监管全市43个重点火电热电企业脱硫设施及2个大型
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设施。

去年底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这套系统充分利用了两年来积累的污
染源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为杭州市大气污染物控制决策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 魏奋

寻物启事
年龄：80-90岁
肤质：汉白玉
特征：勾山里
有这块石碑的线索
赶紧联系上投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