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在这里徐徐展开
“徽州大观”展解锁千年文化密码，全景展示其交融裂变和创新成长

马头墙、小青瓦、新安理学、“四大徽班”……

对于徽州文化，很多人并不陌生。 然而，仅靠这

些文化标识， 许多人并不能理解为什么清乾隆

时期，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百分之一的徽州，从事

盐业的徽商手中的资本竟能占国库的六成 ；不

能理解为什么徽州先后办有书院 156 所， 只休

宁一县就走出状元 19 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科甲

之乡；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徽州文化能影响思想、

军事、艺术、教育、建筑等方方面面，甚至导引出

明清时期的一场文化复兴。

日前，“徽州大观” 展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

馆二楼展厅展出，以“反本”与“开新”的视角呈

现徽州文化的全景图，解锁徽州的文化密码，剖

析徽州文化发生及发展的脉络渊源。

徽州文化既在书画笔墨
中，也在田野阡陌上

徽州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 它远不只黛

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天下闻名的徽墨歙砚、施法

自然的新安画派，而是渗入到田间地头、乡里陌

上，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徽茶、徽医 、徽

戏、徽菜、徽雕……徽州的文化图卷在这次展览

中徐徐打开，蔚为大观。

明代徽州篆刻家何震，时人称“海内第一”。

“徽州大观”展览中呈现的何震印文饱含着正能

量：“救人之难”“悯人之孤”“容人之过”“济急如

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 ……印文一

遍遍地印在书画上， 徽州人的精神风貌也随之

传扬。 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刊刻《经义考》不

惜千金，刻版极为精良，时称“马版”。 两兄弟还

搜尽各种图书，藏书十万余卷。 乾隆开《四库全

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马氏进呈图书 776 种，为

全国私人献书之冠。 中华文化就在这一收一刻

一献间流转传承，代代不绝。

明末歙县潘氏迁居吴中以商为业， 潘氏收

藏文物从潘冕起历经七代 200 多年， 潘祖荫收

藏的金石书画图书甲于天下， 著名藏品有西周

时代礼器大盂鼎、大克鼎、甲骨、龟板等。 潘祖荫

的收藏大都由潘达于继承。 抗战时期，潘达于把

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要物件埋藏地下，将宋元明

清书画等装箱秘藏“三间头”隔房避过战乱……

“徽州大观”展记录了这段历史，潘达于为民族

留下流转有序的“国宝”，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关

怀。 1952 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

国人第一次饱览了闻名半个多世纪的 “国之重

器”。

上世纪 50 年代，徽州文书在屯溪大规模面

世， 从宋代到民国的文书档案不少于 50 万件，

被称为 20 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

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 “第五大发

现”。 徽学由此诞生并发展，进而成为与西藏、敦

煌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 这次展览呈现

了大量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

文书等资料，从中可以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朴

素的“承诺”和“守信”意识已成为共同的社会心

理基础。

“徽州文化的丰厚宝藏不仅是砖瓦门墙 、

笔墨纸砚等实物 ，还体现在乡音乡情 ，生活方

式上。 ”策展人告诉记者，徽派建筑除了民居 、

牌坊 、祠堂等广为人知的典型代表 ，亭 、窗 、栏

杆等建筑细节的运用也凸显出徽州的人文精

神和生活态度，更辐射影响到苏州庭院等建筑

风格。

记者还注意到，在展览中用手机扫二维码，

就能听到徽州谚语、成语、俗语的语音实录 ，听

见徽州府城官话中保留着的我国九大语系之一

中古吴语部分的古音古调。

从历史深处走来， 在交
融裂变中孕育成长

走进“徽州大观”展厅，最显眼的展品要数

三口标着年份的大缸。 这三缸“陈酿”分别对应

徽州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第一口缸盖子合起，

代表新石器时代到元朝， 徽州文化不断积淀生

长； 第二口酒缸盖子打开， 意指明清时期，“陈

酿”启封酒香四溢，全盛期的徽州文化影响力辐

射全国 ；标有 “2050”年份的第三口大缸又再度

合上盖子，徽州文化进入全新的孕育阶段。

在时间的沉淀中，在历史的演进里，徽州文

化这缸“老酒”酝酿发酵，融合创新，历久弥香。

新石器时代，徽州是良渚文明的文化圈。 商代，

天下分九州，徽州属扬州。 春秋战国属吴，吴亡

属越，越亡属楚。 秦国统一中国，始置黔歙二县。

徽州地区深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熏陶， 逐渐

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

西晋 “衣冠南渡 ”、唐朝 “安史之乱 ”、北宋

“靖康之难”，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规模迁移，

改变了徽州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也进入

转型。 据著名徽学家叶显恩统计，仅唐朝时就有

姚、蒋、范、吕等 31 姓迁入 ，两汉至元朝共有六

十多姓辗转来到徽州地区。 展览图标显示 ，他

们大多汇聚到歙县篁墩等地 ，再前往徽州一府

六县开枝散叶。 中原移民给徽州带来了北方发

达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来了儒家文化 、诸子

学说 ；带来了重教育 ，好读书 ，重家教 ，讲家风

的传统。 多元文化从四面八方持久地汇集于徽

州 ，与山越文化相互冲突 、渗透 、圆融 ，生成新

安文化。

南宋迁都临安，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移向

南方。 展览中“百川入徽”“走向世俗”等版块揭

示了徽州文化形态出现新的变化： 外来人口达

到饱和，徽州进入向外移民的新循环；崇文重教

结出硕果，徽州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开始步入

中央王朝秩序； 作为徽州文化内核的新安理学

也具雏形，开启徽州文化复兴之路。

明代手工业陆续发展，白银货币体系确定，

商业城市增多，商业流动畅快。 徽商顺时乘势崛

起，在长江流域，创造了一个由坐贾、行商、海商

所构成的商业网络，串联徽州苏南密切互动，托

举江南，催生出“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奇迹。 各地

文化源源不断地引入徽州， 推动着文化发展的

诸要素进入新一轮相激相依、互动融合的循环。

展览中的大量历史图片与实物细节还原着徽州

人文生活的点点滴滴， 可从中窥见当地文化变

迁演化的进程———千年的文化沉淀， 历时数百

年持续稳定的酿造，静悄悄地渗入民间，再经由

徽商的庞大体系辐射全国。

融合、创新、幅射……徽州文化一次次交融

裂变，一次次创新成长，它化成众多子系统蓬勃

发展的人文气象， 又聚合成博大精深的文化意

象， 其行进的逻辑范式也成了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文化背景之一。

朱洪葵 现任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国家会展中
心治安派出所所长，曾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获嘉奖三次、各类先进称号八次。 自 2017 年

8 月 24 日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成立以来，她坚持破旧立新，以解决问
题为突破口，出色完成所承担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

■本报记者 何 易
实习生 徐梦婷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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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进博会，一定要做好且无愧于心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所长朱洪葵带领团队出色完成首届进博会安保任务，她的信念是———

0.98 平方公里管辖面积、11 名在岗

民警，这是目前上海最小、最年轻的派出

所———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的国家

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挂牌第一天，他们

就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承担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

朱洪葵是这一袖珍派出所的第一任

女所长。“虽然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但军人的责任感从未淡去。 ”军人出身的

她说，今年第二届进博会、汽车展、医药展

等规模不同的展会将接踵而至，我们也将

迎来更多考验。 “奋战在公安战线最基层

的我，将紧随时代步伐，在新起点上始终

保持敢闯、敢创、敢为的工作作风，奋发有

为、锐意进取，不断挥洒汗水、辛勤耕耘，

让美丽的‘四叶草’绽放得更加绚烂。 ”

安排大家轮休，但自己真
的歇不下来

去年 11月 13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城市安全保卫工作总结大会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朱洪葵荣立个人

一等功，这是对此次安保任务完成度的肯

定，也是对她辛苦工作的最大褒奖。

进博会场馆改建、布展直至开展，前

后持续了一年多， 朱洪葵和全所干警一

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每天早上 7 点

多，她就要分派好当天任务，然后带着全

所 11 名警员四处巡查、排摸，处理各种

突发情况， 保证国家会展中心各区域安

全和正常运转。

进博会举办期间， 来自全球 1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要员齐聚于此，安

保工作更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尽管脚下

的道路早已走过无数次， 但朱洪葵依旧

一丝不苟，巡查一层展馆，往往要花费两

三个小时。 得益于严密防护， 短短几天

内， 就有七名偷盗者被派出所会同刑侦

等部门抓获。

为了进博会的平安， 会期前后一个

多月，朱洪葵都住在所里，没有回过家，

不敢有丝毫松懈。 首届进博会安保任务

圆满完成，对于朱洪葵来说，只完成了一

个阶段的工作。 在她的笔记本上， 酒业

展、音乐嘉年华、酒店设备采购会、法兰

克福汽配展、 上海国际车展……展会一

个连着一个，排得满满当当。 她说，会安

排大家轮休，但自己是真的歇不下来。

将 11 名警力“变成”十来
支队伍

十四年前，朱洪葵从部队转业，脱下

军装穿上警服。那时起，她就成了领导和

同事眼中出了名的“拼命三娘”。 国家会

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成立， 朱洪葵又成为

第一任所长， 也是青浦区第一位女性派

出所所长。 “能够驻守这个‘前沿哨所’，

为首届进博会保驾护航 ， 是我们的荣

誉。 ”在朱洪葵看来，这是组织对她的信

任，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一定要做好，

无愧于心。

在大家眼里， 朱洪葵是一位聪明的

“大管家”。 派出所在岗民警只有 11 名，

要管理偌大区域，排兵布阵是门学问。朱

洪葵让四位民警各管“四叶草”的一片叶

子，另一名民警负责外宣加内勤。 她又

把整个展馆区域分为南北两片，三名警

长南北各一名 ， 剩下一位负责打击行

动。 三位所领导，两位分管南北，朱洪葵

抓全盘。

她还着手整顿国家会展中心上千人

的物业安保队伍， 先后与各单位签订警

企共建、支部共建协议，并联合成立党员

先锋队、示范岗、模范窗……就这样，仅

有的 11 名警力“魔术”般地变成了十来

支队伍。

每次执行展会安保任务前， 她都会

召集主办方、 场馆方以及保安公司召开

协调会，研究制订不同等级的措施方案，

明确具体安全责任，落实民警、特保的哨

点部位。

国家会展中心驻馆单位有 200 多

家，这些单位变化快、人员流动性强，对

日常管理提出了诸多挑战，朱洪葵却迎

难而上 ， 一有时间就组织民警上门走

访，主动与单位人员拉家常、交朋友。

今年的家庭实事：拍张美
美的全家福

去年， 对于朱洪葵来说， 是咬着牙

“扛”过来的一年。 这一年，婆婆手术、公

公中风、小叔子因病去世……眼泪，也曾

独自在夜里恣意流淌，可每天早上起来，

她总会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 要微笑面

对一切。

朱洪葵的母亲，也是一名病人。平日

里，朱洪葵小心照顾母亲，可去年，她不

得不提前给母亲打了“预防针”，请她支

持自己的工作。首届进博会的最后一天，

朱洪葵推着轮椅， 带母亲来看看自己一

年多来奋斗的地方， 并为她拍下了一张

很有意义的照片。

“我妈妈很了不起， 她一路靠自己

努力和打拼， 我也要像她一样。” 在儿

子眼中， 妈妈是了不起的英雄， 然而，

在朱洪葵的心里却怀有对家庭的歉疚。

有一天， 儿子发高烧， 朱洪葵没有时间

带他去医院， 只能把看病的事托付给家

人。 次日凌晨 2 时工作完毕， 她才有空

看到微信上孩子安好的信息。 忙碌的工

作占据了朱洪葵近乎全部的时间， 她的

床头贴着这样一张便签： 记住每天晚上

给儿子打个电话， 一定不能忘、 不能忘

……这是懂事的儿子对她的惟一请求。

“今年，要拍张美美的全家福。”在翻

遍手机相册找不到一张可心的合照后，

朱洪葵郑重其事地把这一条列为 2019

年的家庭“实事项目”。

人物小传

“徽州大观”展以“反本”与“开新”的视角呈现徽州文化的全景图，

解锁徽州的文化密码，剖析徽州文化发生及发展的脉络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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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

贡献。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 4 月 2 日

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

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 向默

默耕耘在基层一线、 倾情尽力为困难

群众服务的全国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致以诚挚问候， 对近年来民政工作

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他说，民政工作

直接面对人民群众， 是社会治理和社

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扶危济困

的德政善举。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人民追求美

好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 民政工作的

任务艰巨繁重。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

保基本兜底线，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

全网”。 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低

保和特困人员包括生活困难的老年

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困境儿童

等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着力发展基

本社会服务，解决好群众关切的“为难

事”。 深化“放管服”改革，让群众办事

更便捷，更大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

发展贴近需求的社区养老托幼等服

务，丰富生活服务供给，带动扩大就业

和有效内需。 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和

慈善事业，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人人参

与、人人尽力，使社会大家庭更加温馨

和谐。 各级政府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关心民政、支持民政，多

做雪中送炭、增进民生福祉的事，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国务委员王勇参加会见并在会上

讲话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讲话要求，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全面扎实完成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任

务， 加强和完善各类困难群体基本生

活保障， 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社

会基本服务水平， 努力推进民政事业

改革发展上新台阶。

肖捷、何立峰参加会见。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的任务

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民政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的

成就， 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民政

工作。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孺子牛奖”

获得者代表等出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 )数据显示，“一网通办”总门

户目前能办理的事项超过 1200 个， 对行

政审批形成全覆盖。 目前日均办事超过 7

万件，处理支付超过 1 万笔 ，寄送各类文

书超过 3000 件。 而在手机端，“一网通办”

也拥有了 1000 万注册用户， 是目前国内

移动端用户最多的政务 App。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一网通办”上

线短短几个月，已经以硬实力赢得公众的

认可———它将服务半径从线下大踏步延

伸到线上，从一般的“网上办”发展为 “指

尖办”“随身办”； 更重要的是， 它确立了

“全流程一体化”模式，市民正在从 “有事

找部门”转向“有事找政府”。

正是基于去年的有力起步，今年上海

“一网通办” 才能把更多精力从打造 “一

网”转向围绕“通”“办”来攻坚，聚焦提升

服务效能和办事体验。

“革命性再造”，不想留余地

如果要挑战极限 ，那么 ，你就必须拿

出更大的决心。 针对审批、监管、服务等政

府服务流程，“一网通办 ” 在今年喊出了

“革命性再造”的口号，特别是“革命性”这

几个字，其分量可想而知。

流程优化，说来简单，但落实下去，就

是要实打实地“减、压、放、并”，也就是减少

申请材料、压缩办理环节、下放审批权限，

合并办理事项。 这每一个字，都意味着要在

某种程度上对已经成熟运行的流程动一次

手术，对已经确立的权力边界作一次重塑。

但是 ， 对跨部门的业务流程进行梳

理、整合、乃至“动刀”，以制度安排倒逼改

革，这不正是上海“一网通办”的核心理念

吗？ 据了解，今年“一网通办”将新增 100

个业务流程优化和再造事项 、 新增一批

“零跑动”事项，总体上减少一半的审批材

料和审批时限———这几个数字 ， 掷地有

声，容不下水分，而且将持续面对公众和

媒体的监督。

可以说，上海正把“一网通办”的既有成

果作为新的起点， 把过去的效能上限作为

未来进一步改进提高的下限。 如此“不留余

地”的做法，应该会为改革注入强劲动力。

当然，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海“一网通

办” 还非常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 比如，

“一网通办”正在向消费互联网企业看齐，

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对用户需

求进行精准定义，为其进行智能化的服务

推荐和匹配。 此外，“一网通办”还在不断

汇聚原先分散在全市各政府部门、各公共

机构的数据 ， 在今年将打造国内最大的

“公共数据资源池”，并在明年基本形成城

市“大数据枢纽”。

“让政务服务像网购那样方便。 ”这是

上海“一网通办”愿景的一种通俗化表达。

它看似平和，却不尽于此。 事实上，为满足

用户需求，消费互联网始终以极快的速度

迭代，而且永无止境。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

们完全可以感受“一网通办”的雄心。

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 “一网通办”驱动办事提速服务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