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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到渚口村之前，很多关于一些

古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严重破坏，甚

至有一大批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的

新闻，让记者对它不抱有任何美丽的幻

想。以为这又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村庄。

然而，现实让人大为惊叹。古旧的

风貌，保存的民俗，完好的古建筑，更让

现代的渚口村多了一些宁静和古朴。

而在古村的村口，有两棵老樟树，

有着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枝繁叶茂。

村里的老人都喜欢三三两两坐在老樟

树下闲话家常。沿着村中青苔覆盖的

古巷，踏着一阶阶的青石板，来到贞一

堂前，看着排列硕大的旗杆石鼓，你会

感觉历史的沉静与神秘，时光被雕刻进

青石，而站在此，仿佛与历史即将对

话。渚口村，是一本打开的无声教科

书，传承历史，传递文化，见证未来。保

护好这些古村落的精华，是新一代的责

任。

真情温暖人间，爱心点燃希望
本报“星温暖行动”大型爱心活动正式启动

“泰康人寿——星基金温暖江淮行”即日起率先起航

年底将至，农民工讨薪维权又到

集中爆发的时候。由本报发起策划的

“星温暖”行动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帮

农民工维权。该温暖行动邀请省建设

厅、省人社厅及合肥市人社局和合肥市建

筑事务管理处作为主办单位，共同去关注

农民工，关爱农民工，让农民工快乐地回家。

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在所有农民工

维权中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安徽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对本报“星温暖”行动高度

重视，并安排该厅建筑事务监管处与本报

进行具体的对接工作。省人力资源和保

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人社厅作为农民工

维权的上级主管部门之一，做好农民工维

权工作也是自身责任所在，对本报的策划

活动表示支持。后续活动中，该厅将在农

民工维权渠道、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几年以来的‘大建设’成果显著，所有

合肥市民都得到了极大的受益，因此我们更

不能委屈了这些为合肥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

工弟兄”。合肥市建筑事务管理处主任孙叶

飞表示，为他们维权，真的应当带着感恩的心

去做。“《市场星报》一直都是勇于和敢于担当

社会责任的媒体，几乎每年都会以各种活动

加入到农民工维权工作之中。今年，我们依

然期待能够有更亲密的合作，为农民工朋友

安心回家过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今日开始，本报正式开通农民工

讨薪维权热线：0551---2620110，让农民工

安心回家过年。

冬天已至，天气渐冷。在我们身边，

有不少家庭，因经济上困难，缺少一些御寒

的物品，或受到其他方面的困扰，迫切需要

社会的温暖。在春节来临之际，《市场星

报》特别联合安徽省红十字会推出“泰康人

寿——星基金温暖江淮行”之关注贫困家

庭孩子活动，本活动由泰康人寿安徽分公

司独家冠名，将为合肥、滁州、六安、安庆等

地 18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送去一份温暖，

让他们过上一个暖冬和愉快的春节。

每个贫困家庭孩子将获得由泰康人寿

提供的一张价值200元的购书卡或等值图

书、一张价值180元的全年《市场星报》报

卡、一份价值200元的大礼包、一套泰康人

寿新年对联、台历和精美手提袋一个。本

活动将通过拨打本报新闻热线自荐和有关

部门推荐的方式，征集受捐对象，并根据实

际家庭情况，对报名家庭进行筛选。同时，

本报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企业加入到我

们 的 活 动 中 。 热 线 电 话 ：0551——

2620110 、2639564。

真情温暖人间，爱心点

燃希望。由本报联合省人社厅、省

住建厅、省红十字会、合肥市人社局、合

肥市建筑事务管理处联合主办的“星温暖行

动”今日正式启动。本活动分为“ 泰康人

寿--星基金温暖江淮行”之关注贫困家庭

孩子、关注农民工维权、温暖民工回家路

三大部分温暖公益爱心活动。

记者 李尚辉 徐涛 张健

寻梦徽州，留住远去的古村落
探访祁门县千年渚口村

关爱贫困家庭孩子

让他们过个温暖的春节

在祁门县渚口村村民的印象中，未实施“百村

千幢”古民居保护工程前，村里的“徽州民国第一

祠”的贞一堂、倪望重宅等古民居皆受白蚁之害，厅

堂内的梁柱渐成朽木，或一些主要构件出现残缺；

环村道路一遇雨雪天泥泞不堪，杂乱低矮的棚屋随处可见，渐渐排水沟里满是污秽。

而现在的渚口村，村口新建了停车场，小路砌筑上了鹅卵石与青石板，路边新添了徽派风

格围墙，先前杂乱的棚屋也不见了，30多幢房屋稍加修葺，改为徽派式样，所有排水沟也都已

被清理干净，部分古民居进行了墙面维修、屋面翻新、地面修复、更换建筑物构件及加固立柱

等工程，并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手段解决了白蚁的侵蚀。渚口乡党委书记张书宝自豪地向记者

介绍，渚口村现在以宗祠文化为主题，结合“百村千幢”工程，打造成为文化生态旅游基地。

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千年渚口村，坐落

在祁门县城西部约30公里，一面靠山，三面

环水，村形似“铜锣”，为倪氏聚居地。村中，

不仅屹立着以贞一堂、一府六县为代表的11

幢古民居和2幢古祠堂，还保留有采茶扑蝶

舞、十番锣鼓、舞草龙等诸多民俗文化。

2011年，被黄山市列入“百村千幢”保护利用

工程和百佳摄影点。

“以前村里的古建筑约40多幢，长期以

来有些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倒塌，

现在只剩下了10余幢。”曾任村长的倪笃庆

说。据他介绍，古建筑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

期是在上世纪的1988年到1992年期间。村

民们娶媳妇就需要盖新房，因而扒掉老房建

新房成了那段时间的“流行趋势”。而白蚁

的大肆侵蚀，更加剧古建筑的破败程度。“古

建筑的维修远远赶不上白蚁破坏的速度。

有一年，我们拿出一万元用来修屋中的木

梁，可一年的时间它就被咬空而倒。”村支书

胡进华说起往事有些无奈。

2001年，渚口村的村民们发现，一直

不太重视的古建筑居然被贼惦记上了，经

常趁夜黑无人之际来偷窗子、门、椅子等物

品。村民们意识到，这些祖辈们留下的遗

存，如果再不加以实施保护，将会永远在他

们手中消失掉，给后辈们留下难以挽回的

精神文化财产遗憾。

“为此，村民们选出了8个人，自发成

立村文物保护组。对已被偷窃的文物报警

并追回，此举得到了县博物馆的大力支

持。为进一步恢复古祠堂的往日风采，全

村男女老少不分姓氏齐出动，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来维修保护村中的古建筑。”倪笃

庆对记者说起了当时的情景。

今年4月，渚口村被黄山市列入“百

村千幢”保护利用工程。张书宝称，全部

工程投入近 700 万元，打造集摄影、休

闲、民俗展示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

记者看到，“百村千幢”工程确实让

这个古村落重新焕发了生机。村中道路

平整，环境整洁，古建筑破坏的部分也得

到了充足的资金修缮，连最令人头疼的

白蚁防治问题，也请到了专家“把脉”，运

用药物和先进的技术杜绝虫害。

张书宝高兴地说：“今年‘十一’国庆

节期间，渚口村以绿色生态、徽派村落、精

美古建筑及民俗风情吸引了众多游人前

往观光，整个黄金周期间游人达2000余

人，除了大批市内游人，还有不少外地游

客，近的来自合肥、宣城、景德镇、宁波、南

京等地，远的来自云南、新疆，大部分是自

驾及团队游客。”

关注农民工维权

让他们安心地回家过年

记者 陈宝红 张亚琴 陈明 文/图

多幢古建筑已破败

村民自发成立文物保护组

“百村千幢”工程营造生态古村

保护古村落，是新一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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