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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老房子，老邻居的情谊都在”

城中村改造
和你一起见证

记者 丁岚 通讯员 葛晓路 周慧英 实习生 孙敏慧 文/摄

自 2016 年 11 月杭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以来，关于拆迁的数据一直在更新，这些数据记录了过去 6 个多月

里，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来自杭州市城中村改造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城改办）的消息，截至7月

14日，全市全年计划征迁34468户，已完成丈量37717户(109%)、签约28248户(82%)、腾空23917户（69%）、拆除

18462户（54%）。

数据的背后，是杭州的城市记忆被唤醒的过程。很多人在问，这样势如破竹的拆迁，那些弄堂里的故事，会不

会消失？那些童年的回忆，会不会随着城市建设被抹去？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见证城市“成长”的过程，昨天起，市城改办联合市建委正式启动“城中村改造，让城市

生活更美好”活动，第一站走进最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上城区，一起去看皇城根下那些散发着岁月痕迹的老建筑，如

何通过城中村改造，焕发新生。

望江新城，上城区目前最值得期待的

区域。说是新城，其实也有着十足的底蕴。

这里曾有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海潮寺，朝阳

轮胎的生产厂家杭州橡胶厂也曾在这里。

老底子杭州人口中负责“菜担儿”的望江

门，一直散发着杭州城里最旺盛的烟火气。

今年，这片老城要开始全面“复

苏”。根据设计思路，望江新城未来将形

成“两轴两区两带”的城市格局，“两

轴”就是婺江路空间拓展轴、金融湾空

间拓展轴；“两区”就是海潮寺休闲文化

街区和城站交通枢纽区；“两带”就是贴

沙河绿化景观带、新开河绿化景观带。

最重要的是，在这场更新中，上城区

还将复建海潮寺。这座曾经香火鼎盛的古

刹，有望在望江地区再次敲响钟声。

海潮寺的历史要追溯到明代，当年

这里也曾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屡次遭受

战火，繁盛的海潮寺只剩下一座天王

殿。如今，天王殿伴着几口古井和几株

古树，静静地述说着老杭州的记忆。

现在，海潮寺迎来“复苏”的好时

机。望江新城联合党委书记、望海潮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波介绍，将来，海

潮寺一带将打造成海潮寺文化街区。街

区规划总面积约 8.5 公顷，地上总建筑量

19 万平方米，其中海潮寺 1.4 万平方米。

建成后，海潮寺将不仅仅履行其作为寺

庙的传统功能，还将成为重要的禅、佛

文化交流场所和新的游览胜地。

望江新城 海潮寺的钟声有望再次敲响

去十三湾巷，你一定得仔细一点，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巷子的入口。

这条隐藏在东太平巷里的巷子，是一条

二三百米长的深巷里弄，往南走几步，

就是热闹的河坊街和高银街。跟后者的

熙熙攘攘不同，十三湾巷显得冷清许

多。巷子右边是新的居民小区，左边都

是木结构的老房子。在百年前，民国时

期著名银行家，雅号“金半城”的金润

泉，就住在这条巷子的大院里。不过留

到现在，“金家大院”也只剩下了一个

石碑。

走在巷子里，穿堂风一过，即便是

昨天这样的盛夏，也显得透气和舒服。

巷子里的居民都是老相识了，白天躲在

屋檐下的阴凉处，摇着蒲扇聊着家常，

只有石灰外墙上的那个“拆”字，预示

这里即将发生变化。

是的，冷清了这么多年，今年，这

个巷子终于要迎来新生。

根据清波街道罗主任介绍，借着上

城区城中村改造的机会，从十三湾巷以

东一直到惠民路 1 号，都被纳入征迁范

围，将来这里将打造一个很值得期待的

民生工程，工程目前仍处于规划阶段。

1960 年就搬到十三湾巷 21 号的黄家

骅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 57 年。今年 88

岁的他，和老伴两个人挤在一间木结构

的老房子里。50 多年里，他看着那些满

地乱跑的小孩子，成了爷爷奶奶，又看

着十三湾巷边上盖起了一层层小楼。

其实，除了每次下暴雨的季节有点

漏雨、因为电力不够房子无法安装空

调，黄老还是很享受目前的生活的。这

下，到了真的要搬走的时候，老人家反

倒有点舍不得了，“听说我们要搬走了，

以前这里的住户前几天都来看了我，住

得久了有感情，要常回家看看。”尽管不

舍得，但是一想到搬迁之后的幸福生

活，88岁的老人眼里也有了光，“拆迁总

是好的，我们年纪大了，有个好的环境

也很重要。”

十三湾巷 21 号的故事，到今年也可

能就结束了，然而，上城区旧城改造的

新画卷才刚刚开始。

十三湾巷 “搬走了也要常回家看看”十三湾巷 “搬走了也要常回家看看”

北苕溪上游是四岭水库，常年

活水流动。全面禁养后，北苕溪不

需要清淤，竟也恢复了清澈。

水好了，商机也随之而来。

2009年，北苕溪在全国率先做

起了漂流，如今，双溪漂流“江南第

一漂”的名声早已在外，在旅游旺

季能够带来约每年30万的客流量。

竹筏漂流是最早开发的漂流

项目，全程 3.5 公里。53 岁的董春

龙做竹筏工8年，每年工作6个月，

也能赚上三五万元的零花钱。“加

上家里种的农作物，卖卖农副产

品，日子好过得很呢。”径山镇有

400 多位村民都和董春龙一样在

双溪漂流工作，解决了当地富余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

话对毛建勤来说，一点不假。45

岁的毛建勤是土生土长的径山镇

人，老家距北苕溪直线距离不到

500 米。早些年，毛建勤一直在上

海做生意，2007 年，回乡在北苕溪

边开起了一家名叫六谷生态的休

闲农庄，去年营业额达到了 560 万

元。“苕溪水好，来这旅游的人也

多，我这里自然生意也好。”

径山镇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陈

英达告诉记者，双溪漂流景区周边

聚集了约 20 家农家乐，数十家民

宿和酒店，周末都是客满。2017

年上半年，径山接待游客量就达到

111 万人次。一方秀水带来的生

态红利，正在释放。

记者 汪玲 实习生 娄晓涵 文 见习记者 廉笑尘 摄

六月苕溪路，人言似若邪。渔罾（音zēng，意为渔网）挂棕树，酒舫出荷花。

在宋代戴表元的诗词中，六月的苕溪像是浣纱溪，溪水碧绿，清澈见底。

而在径山镇双溪村村民杨厚炎看来，苕溪的水下世界更令人惊喜，她五彩斑斓，生机

勃勃。在看到我们的《寻找最美水世界》栏目后，杨厚炎打来电话，嗓门挺大，“我在苕溪边

住了 70 年，小时候下河游泳，现在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漂流，苕溪里有鱼，有虾，有水草，就像《西

游记》里的龙宫仙境，你们来拍拍！”

上周，杭州艳阳高照，苕溪水通透见底。我们将相机放入水中，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水下世界：一群群鱼儿从镜

头前穿过、浑身透明的小虾正惬意“散步”、黝黑的螺蛳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阳光照射下，翠绿的水草更加繁茂透亮。

苕溪在余杭区境内的这段 16.08 公里的水域，被杭州人称为北苕溪，余杭区和杭州城北的饮用水源都取自这

里。但是，能想到吗？这条生命之源，曾经也因为污染变了颜色，如今，她碧水清波再现，并带动当地旅游发展，哺

育沿岸居民。

杨厚炎不离身的是一个水瓶

大的水杯。每天清晨，一杯茶泡

上，老杨就来到双溪皮划艇码头巡

河。“虾笼网虾、渔网捕鱼、电瓶电

鱼都是不允许的，看到了，我就要

管！”老杨腰板挺直，说话时中气很

足，两只手挥舞，制服上“禁养”两

个字很显眼。

老杨在径山镇禁养办工作。

“我块头大，个子高，年纪也大，管

这个能管好。”有一次，有个 30 多

岁的年轻男子用电瓶电鱼，老杨和

2 个同事巡河经过，上前阻止。“那

个人态度霸道，个头也高，我同事

不敢没收他的电瓶，我不怕！”老杨

一把夺过电瓶，对方要来抢，老杨

胸脯一挺，眼睛一瞪，撂下一句话：

“你抢试试看？”对方当然不敢再

夺，后来再没来电过鱼。

可是，能想到吗？这位如今管

着“禁养”的护河人，曾是当地赫赫

有名的养殖大户。“一年要养 5 万

多只鸭子，还养了 600 多头猪。”老

杨 14 岁养鸭，是个行家里手。腰

包鼓起来了，苕溪的水却越来越

差。“鸭粪有三十厘米厚，溪水是黄

褐色的。”老杨清楚知道，畜禽养殖

是污染水的，但左邻右舍都在养

殖，他为啥不养？

2009 年，余杭区调整产业结

构，苕溪全面禁养。老杨第一个带

头，关停了养殖场，穿起了制服，并

开始劝说其他养殖户。“小时候就

在河里游泳、抓鱼，口渴了，直接用

手舀一口水喝，现在水这么脏，我

从内心里，是不希望看到的。”

能想到吗？北苕溪的水也曾是黄褐色

能想象吗？有村民“傍水”一年能赚560万元

破旧的十三湾巷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破旧的十三湾巷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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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苕溪:一方秀水惹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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