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亚妮 实习生 刘泽融

通讯员 李平）7 月 22 日，我市民政局、住
建局、交通局、水务局、文广旅局、史志办等
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公布徐州市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第四批）的通知》，经各
县（市、区）申报推荐、市级部门联合会审、
专家研讨论证、社会公示等程序，京杭大运
河徐州段、故黄河、丁万河等 22 个交通运
输设施类中的河渠、运河、航道，曾子井、饮
鹤泉、回龙窝一眼井等 13 个水利设施类中
的古井列入第四批市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其中 15 个地名拟推荐申报省级地名

文化遗产。
《通知》强调，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发布后，各地、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有关规定，自觉履行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责任和义务，共同做好地名文化保
护工作。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迄今为止，徐州市已获批省级
地名文化遗产 16 个，评定市级地名文化遗
产 113 个。”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遵循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规
章制度，做好地名文化保护工作。

35个地名入选市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游客在户部山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王思恒 周翔宇 摄

2025年 7 月 25 日 星期五
责编：罗晓辉 美编：范聪 校对：吴庆德要闻 02

步入户部山街区，几处工地正在
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戏马台附近，户南巷状元府片区
更新工程正加紧推进。这片地块位于
户部山南部，东接劳动巷，北邻项王
路，西侧与彭城路相望。
“项目涵盖状元府、老盐店两大

区域。目前，老盐店片区的文物本体修
缮已全部完工，状元府片区的文物本
体修缮也接近尾声。”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道。

状元府的户主是李蟠，他是清康

熙三十六年的状元。老盐店则承载着
徐州悠久的盐政历史，原为清末民国
时期徐州地区盐务经营的相关场所。

据了解，该工程分多期推进，一
期工程日前已完成，涉及 18 幢文物
本体修缮，施工内容包括台基、地面、
墙体、木结构、屋面层、小木作、油漆，
以及电气、消防水电等工程。施工期
间，团队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力求
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
“上周施工单位已进场，开始拆

除施工，并完成了图纸会审及技术交

底工作。”户南巷状元府片区更新项
目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南关教
堂、幼儿园区域的环境整治施工也在
同步进行。
“我觉得修缮状元府特别有意

义。很多人一提徐州，想到的多是兵
家必争之地，其实徐州也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历史上也出过状元。”家住
户部山附近、年过古稀的王大爷感慨
道。他每天散步都会特意路过状元府
片区，只为看看这片承载徐州状元文
化的区域。

悠长文脉与时尚气息交融汇聚
———走进古韵今风的“户部繁华”片区

本报记者 王思恒 周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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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七里 7个文脉片区中的“户

部繁华”片区，面积 25.12公顷。北至

建国东路，东至解放路，南至石磊巷

劳动巷，西至中山南路。区域内有崔

家大院、戏马台、状元府等。

如今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以

下简称：户部山街区），古韵与今风融

合，传统与现代交织。数百年的市井

烟火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斑驳的砖墙

上，镌刻着彭城的岁月年轮。

清风拂过巷陌，游客穿梭其间，

热门打卡地与老字号店铺相映成趣。

“一座户部山，半部徐州史”，“户部

繁华” 片区正在城市焕新中绽放生

机。悠长的文脉与时尚的气息交融汇

聚，丰富的业态更添文旅意趣，让这

片古老的街区焕发着独特魅力。

“一座户部山，半部

徐州史”。从承载霸王雄

风的戏马台，到见证漕粮

流转的户部分司署，再到

明清古民居群的一砖一

瓦，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

的每一处遗存都是时光镌

刻的密码。它将楚汉文化

的雄浑、运河文化的包容、

民俗文化的鲜活等多重基

因熔铸于一体。

对崔家大院 “修旧如

旧” 的保护性修缮，正是

尊重历史文化的体现，不

盲目改造，不刻意翻新，让

历史建筑在最小干预中恢

复原貌，守住城市文化的

“DNA”。

文化地标的生命力，在

于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不止步于 “封存历

史”，以“保护、展示、创

意、乐享”为理念，让古老

街区融入当代生活。徐州

通过统筹规划空间布局、

业态分布，促进文化、旅游

与商业的融合，使得户部

山历史文化街区既保留了

明清建筑的古韵，又成为

市民休闲、游客体验的沉

浸式空间。

这种 “不挖空心思出

奇，只放大自身特色”的

思路，避免了文化地标建

设中常见的“千城一面”，

让户部山街区的楚韵汉

风、民俗风情在现代语境

下自然流淌。

从户部山历史文化街

区的实践中，我们能清晰

地看到，真正站得住脚的

文化地标，从不是孤零零

的 “网红打卡地”，而是

深扎地域文化土壤的 “生

命体”。它既扛得起历史

记忆，做连接古今的纽带；

更接得住时代脉搏，成为

市民精神的锚点、游客读

懂城市的窗口。

文化地标如何能真正

在一方水土里“活”起来，

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给出

了答案：不是复刻历史，而

是让传统与当下共生。

陈诚一，原名陈立信，字仲孚。1897 年
出生于铜山县东北部小李庄一个农民家
庭。1918 年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到东贺村、
新庄担任教师。1929 年底，陈诚一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以新庄小学为阵地，宣传马列主
义，培养入党对象，发展党的组织。

1930 年 11 月，因叛徒出卖，陈诚一被
捕。1932 年初，国民党铜山法院判处陈诚
一 5 年徒刑，解往苏州反省院。1936 年 5
月 , 陈诚一结束 5 年铁窗生活回到小李
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诚一和万凤
仪等人在铜山二区组织农救会、青救会、
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

1938 年 5 月，徐州沦陷。陈诚一把小李
庄和大李庄、宗庄农民动员起来，组成一支
五六十人的联防队。7 月初，苏鲁边区抗日
游击队成立大会在唐庄召开，陈诚一为政
训处长。游击队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破袭
津浦铁路，打击敌伪军。10 月，游击队发展
到 1000 多人。后经游击队党支部讨论，陈
诚一请胡大勋出面动员，顺利将队伍编为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 3 团。

1939 年 4 月，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司
令员钟辉委任胡大勋为八路军陇海游击支
队驻铜滕峄邳办事处主任，派回铜东北。到

任后，陈诚一联络当地各阶层爱国人士，组
建运河大队。胡大毅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
委。首战即打掉柳泉镇上的铜二区伪区公
所，缴获长短枪 38 支和一批弹药、骡、马等
物资。

1940 年 1 月，运河大队与鲁南地区孙
伯龙、邵剑秋、孙斌全等领导的抗日武装一
起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陈诚一
任运河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
科长。7 月，台儿庄日军出动 300 多人到后
赵家抢粮。陈诚一和副大队长胡大毅率队
分兵两路阻击，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狼狈
而逃，缴获步枪数支。

1940年秋，日军组织徐州、临枣、津
浦、陇海、台赵铁路线上的日伪部队，对
运河支队进行“铁壁合围”。10 月 10 日
晚，运河支队在涧头集，遭到敌人四面包
围，形势十分危急。运河支队一大队三中
队在库山阻击敌军，掩护支队部和一大
队全体人员渡过运河转移。因船只较少，
渡河速度很慢，陈诚一当即要求在场的
干部断后，让战士先渡河。陈诚一与手枪
队长沙玉坤等人最后过河时，天已微明，
在巨梁桥与敌遭遇，弹尽粮绝被俘后，壮
烈牺牲。

（作者任职于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本报讯 （记者 郑玉倩）7 月 24 日，市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主任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并
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赵立群、王维
峰，秘书长崔锋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 2025 年度上
半年市人大重点监督评议的民生实事项目
实施和监督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部分法
官、检察官履职报告评议工作实施方案的
说明。

王安顺在部署近期重点工作时强调，
要强化政治引领，以更高站位推进思想政
治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思
想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持续系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聚焦中心大局，以更
强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对标对表市委
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聚焦经济大省
挑大梁的“四个着力点”，综合运用立法、
监督、决定等法定职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统筹推进省人大常委会部署的上下
联动十项重点工作，助推相关改革发展任
务高效落实，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
新实践、扎实朝着万亿城市迈进贡献人大力
量。要锤炼过硬作风，以更高标准加强“四
个机关”建设，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高质量完成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项
目标任务，深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工作，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推动机
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共同营造人
大机关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五十一次主任会议

王安顺主持并讲话

陈诚一：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蒋锋

本报讯 （记者 李莎莎 实习生 徐清

栀）7 月 20 日至 22 日，瓦努阿图国土资源
部部长、国家议会议员、统一变革运动党副
主席瑞克·查马克·马赫率领代表团来徐考
察。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徐工集团、徐矿集团
等企业，近距离感受徐州在相关产业领域
的硬核实力与发展活力。

在徐工集团，代表团深入了解企业在
水井钻探、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技
术实力和装备水平，探讨合作可能。在徐矿
集团，代表团与企业负责人举行座谈交流，
重点探讨了在采矿技术协作、海洋资源开
发等领域的合作路径。

瑞克·查马克·马赫表示，瓦努阿图与
徐州市在基建设备、矿产勘探和开发利用
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希望通过此次访问，
推动双方达成更多合作意向，将互利合作
提升至更高水平。

市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发挥桥梁
作用，全力支持徐工集团、徐矿集团等企业
“走出去”，助力徐州与瓦努阿图在人文交
流、经贸投资等方面达成更多合作意向，实
现共赢发展。

7 月 20 日晚，代表团还观看了“苏超”
徐州队客场对战常州队的现场直播，为徐
州队呐喊助威。

瓦努阿图国土资源部代表团来徐考察

本报讯 （记者 张瑾 实习生 王

艺宁）近日，徐州市文广旅局创新推
出的彭城七里一站式专题页和话题
页在抖音平台正式上线。用户搜索
“徐州文旅”“彭城七里”“徐州彭
城七里”，即可一站式畅游彭城七
里，开启穿越千年徐州的文化之旅。
彭城七里沿线风光、徐州特色美食、
景区、精品旅游线路等内容，均可实
现一键直达。

一站式专题页和话题页除循环
播放彭城七里宣传片之外，还围绕彭
城七里设置了“访彭城七里”“品美
味徐州”“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

州”四个单元，以及互动话题 # 徐州
彭城七里。
“访彭城七里”单元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介绍了沿线的 11 个地标，分
别是黄楼、文庙、城下城遗址博物馆、
快哉亭、回龙窝、户部山—戏马台、徐
州博物馆、下圆墩遗址公园、云龙山、
汉画像石艺术馆、云龙湖。
“品美味徐州” 单元呈现了徐

州八大早点、八大特色冷菜、六大名
菜、八大名吃，从丸子汤、热粥到白
斩鸡、炸金蝉，从羊方藏鱼、霸王别
姬，再到风靡网络的徐州地锅鸡、蒜
爆鱼，每道菜品都以图文形式呈现，
令人垂涎欲滴。
“赏山水美景” 单元则汇聚了

徐州重要的景区资源。
“游快乐徐州” 单元列举了彭

城七里 city walk 线路、汉风徐来潮
游彭城线路、穿越古今汉韵彭城线
路、徐州经开区乐舞攻略“经”彩湖
山线路、铜山慢生活计划春归田园
旅游线路、贾汪狂欢指南特色线路、
睢宁醉美乡村亲子科普休闲风情线
路、邳州 + 新沂运河文化探秘线路、
沛县 + 丰县汉风水韵生态线路等 9
条线路。

互动话题 # 徐州彭城七里中，
用户可发布彭城七里的旅游图文、
视频，与网友分享游览体验、美食感
受等。截至记者发稿时，话题播放量
已超 300 万次。

一 键 直 达 开 启 文 化 之 旅

彭城七里上线抖音平台

作为彭城七里文脉中熠熠生辉
的重要节点，户部山街区的旅游热度
一直很高。

漫步其中，古色古香的崔家大院
里游客摩肩接踵，别致的飞檐翘角与
精巧的斗拱结构引得众人纷纷驻足
拍照。戏马台前，导游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项羽练兵的故事，游客们则在遗
迹间探寻历史的足迹，各得其乐。

这片明清古民居建筑群，在精心
修复下，重新焕发出昔日的神采。
“趁着孩子放暑假，我们一家特

意从南通过来游玩。”游客陈先生举
着手机，对准斑驳的砖墙与木窗棂细
细拍摄，“你看这些老建筑修得多精
巧，既留住了老底子的韵味，又满是过
日子的烟火气，这趟真是来值了。”

陈先生的赞叹道出了众多游客
的心声，而对于生活在这片街区周边

的居民来说，街区的变化更是实实在
在的感受。
“前些年，晚上出来散步，街巷里

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气。”家住附近
的王女士是这片街区变迁的见证者。
“现在大不一样了，夜市里灯火通明，
游客玩得尽兴，我们老街坊逛着也舒
心，整个城市都透着股热闹劲儿。”

街区的繁荣让周边店铺受益匪
浅。无论是经营文创产品的小店、本地
特色美食餐馆，还是各种特色小店，生
意都日渐红火。“随着彭城七里知名
度越来越高，来这里的游客明显增多，
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户部山街
区中，一家米线店的老板说。

商铺的红火与街区的活力，实则
源于文化保护与商业发展的良性互
动。户部山街区的发展，真正做到了
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巧妙结合，让商

业发展成为古建传承的活水，让明清
砖木成为城市更新的基石。

在文化与商业的双轮驱动下，
各类特色活动的举办更是为这份活
力持续加码。户部山年俗文化节、彭
城花朝节、灯火南山、国潮汉风夜彭
城……每年数百场专题活动及演艺，
带给游客怀旧、时尚、休闲的复合型
体验，让户部山街区成为展示徐州历
史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据统计，2024 年 , 户部山历史文
化街区游客量突破 810 万人次, 营收
达 1.22 亿元。

随着户南巷状元府片区更新工程
的推进，“户部繁华”片区正续写着时
代新篇。老盐店的盐政记忆、状元府的
文韵风华，在“修旧如旧”中静静流
淌。“一座户部山，半部徐州史”的美
誉，在古今交融中愈发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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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交融：街区活力引客来

文脉生辉：古建焕新续风华

本报讯（记者 闫琦）7 月 24 日，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举行，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
并讲话。

刘伟指出，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表彰大会上，我市再创佳绩，一批
先进受到表彰，充分展现了徐州精神文明
战线拼搏进取、创先争优的良好风貌。做
好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总书

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江
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锚定文化强市建设目标，坚持不懈用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
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
程度，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
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

会上，5 家单位和先进典型代表作交
流发言。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举行

云龙山东麓，游客拿起手机，镜
头对准那些镌刻着先民生活情景的
浮雕，仿佛在捕捉一段沉睡千年的
时光。

这里，是位于彭城七里最南端
的下圆墩广场。一步踏入，脚下是
“彭城之源” 的厚重韵味，抬眼望
去，禅寺古刹与现代街巷在绿意葱
茏间遥遥相望。一场连接远古与当
下、贯通历史烟云与市井烟火的“时
空漫游”，在此徐徐展开。

步入下圆墩广场，五幅巨型浮
雕镌刻着先民耕织、渔猎、制陶、祭
祀的场景，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
的文明起源。

广场中央，四块巨石引人驻足。
今年 78 岁的赵大爷正举着手机仔
细拍摄，他感慨道：“这可是咱‘最
早的徐州人’的生活啊。”

立于广场举目西北，视野豁然
开朗：云龙山坡的禅修广场、古朴的
兴化禅寺与脚下的下圆墩广场恰好
连成一线。新老地标隔空对话，历史
与现代在此刻交相辉映。

下圆墩广场对面便是云东印巷

街区，其古雅建筑与云龙山景致浑
然一体，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

踏入钟书阁，独特的空间设计令
人耳目一新。一、二楼的布局匠心独
运，营造出开阔明亮、层次分明的阅
读氛围。“这里不只是单纯售书的场
所，它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
间。”工作人员介绍道，万余本书籍
涵盖广泛领域，满足着不同读者的精
神需求。

店内最受关注的，是被读者誉为
“时空隧道”的旋转阶梯。拾级而上，
人影与书影在虚实间交错，形成独特
的视觉效果。如今，这座旋转阶梯已
成为云东印巷的热门打卡点，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拍照留念。
“有种走进霍格沃茨魔法世界

的感觉，太美了！”正在拍照的陈同
学兴奋地分享她的感受。

米线、地锅鸡、烧烤的香气在巷
间弥漫，地道的徐州味道慰藉着四
方来客的味蕾。刚逛完云龙山的枣
庄游客张磊一家表示：“下山就能品
尝到这些特色美食，既解乏又方便，
体验感非常好。”

街区西侧别有洞天。石桥卧波，
人造飞瀑潺潺，流水与葱郁绿植相
映成趣，吸引行人驻足。鸟儿在林间
轻盈穿梭，清风拂过，枝叶婆娑、簌
簌低语，颇有一种闹中取静之感。

循着石阶向上，便步入新晋“打
卡胜地” 云东一道街。即使是工作
日，也多见游客在此流连拍照。

街道北端因地势较高，视野极

佳。向北望去，市中心高楼耸立于天
际线；近处山脚下，成片的仿古建筑
接续千年古风。不远处更有承载历
史的徐州博物馆，古韵今风在此和
谐交织，构成一幅独特的城市画卷。

沿街漫步，路东一座雅致的亭
子引人注目。这便是“代笔亭”。几
位老人正闲坐亭下，轻摇蒲扇，笑语
悠然。亭旁铜牌铭刻着其历史由来
与典故。与之相对的几块浮雕，则生
动再现了徐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
云故事，与代笔亭遥相呼应，为这条
街道平添一抹厚重的历史余韵。

从禅修广场通往兴化禅寺的石
阶路旁，牌坊南侧，一口宽口水井静
卧道旁。井水清澈，可见游鱼嬉戏。
井栏由石块整齐垒砌，四周绿树成
荫。几位环卫工人正在小憩纳凉。

云龙山下，一步一景，景景如
画。古老的印记与现代的活力在此
碰撞交融，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漫
游。历史不再是尘封的书页，它就鲜
活地流淌在街巷肌理、市井烟火与
人们日常的谈笑风生之中。

■《彭城七里访“三区”》系列报道

云龙山下，一步踏古今
本报记者 刘浚豪 实习生 洪婉琳 冉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