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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非织造布生产线（含供配电设

备），参考价：3万元；2、成品土工布（黑色），参考
价：0.4 元/m2；3、土工布原料棉，参考价：50 元/
吨。1号标的竞买保证金为2万元；2，3号标的竞
买保证金为5000元/标。

拍卖时间：2011年5月12日上午10:00整。
联系电话：0551-2616072 （0）13956100038。
二、拍卖标的:肥西县上派镇三河路老窑厂路

口对面一间商业服务用房，建筑面积约31.03m2，
参考价：31.3万元。该标的所处区域商业氛围浓
厚，交通便利，详情欢迎惠顾垂询。该项标的竞买
保证金为3万元。

拍卖时间：2011年5月 20 日上午10:00整。
联系电话：0551-2616072 18056000878。
监督电话：0551-8841247 8850419。
三、拍卖地点：合肥市庐江路60号三楼。
四、看样、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

前日止。
五、注意事项：凡参加竞买者办理登记时，凭

本人身份证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缴纳竞买保
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如竞买不成，保证金于
会后七日内退还（不计息）。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年五月五日

泰安古镇是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一

张亮丽的名片，也是都江堰市最大古镇，

5·12汶川大地震使这个远近闻名的旅游

胜地满目疮痍，90%的建筑受到不同程度

的破坏。如今，三年时光已过，古镇重建

状况如何？那里的旅游开发情况如何？

当地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本报特派记

者驱车抵达古镇进行探访。

震后古镇重新开放

别致的小桥，潺潺的流水，地面青

石板路，上千盏火红的灯笼，一到古镇泰

安，让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喜气洋

洋。

青城山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解华夫告

诉记者，3个月前，别离三年的泰安古镇

与游客正式重逢。镇上还有一座始建于

唐代的泰安寺，山门匾额“古泰安寺”为

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迹，5·12

地震中仅有大殿保留下来，受损严重。

目前，该寺完全按照原貌进行恢复，抗

震标准达到8级。

泰安古镇在设计上基本沿用川西民

居特有的小青瓦屋面、坡屋顶、屋檐、立

柱等元素。房屋高度都在3层左右。

古镇日子恢复红火

在古镇走访时，记者发现这里的人

气很旺，有各种农家乐，商店也很多。

从湖南专门来旅游的施家亮一边逛

街，一边不停地按动着相机快门。“本

来打算看看灾区重建的状况，后来导游

推荐我们到这里来看看，我发现相比其

他古镇，这里显得更原汁原味，有一种神

秘的气息。”

在街上，一家名为“碧水山庄”的老

板杨玉水正在不停地招揽客人。2008年

的地震让“碧水山庄”成为一片废墟。当

年11月，杨玉水成为第一批在镇上重建

房子的人。2010年4月，“碧水山庄”重

新开张，生意现在是越来越红火。

在该镇泰安村，记者找到了正在忙

碌的村长杨建康，据他介绍，由于地处深

山，地震发生后，他们村的交通完全遭到

破坏。经过了一年多的重建，现在镇里

不仅修好了公路，受灾群众的安置房设

计标准也是一流。

“现在村里的发展速度比地震前我

们预想的速度至少快20年，我们山区的

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会通上天然气和网

络。”杨建康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重建后的泰安

古镇旅游环境、基础设施、交通等旅游接

待功能较震前得到突破性提升。成灌高

铁的开通让交通更加便利。景区旅游标

志标牌已更新完善，新修建的停车位可

容纳1000多辆车。

杨建康的心愿是：大家都到泰安古

镇来玩玩，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小别三年，都江堰二王庙“归来”！

奔腾的岷江水被古老的都江堰一分

为二，江岸上的二王庙像一个忠实的守

护者，千年如一日地注视着岷江和古堰，

二王庙早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民众

心中的一个图腾。但是，三年前的那场

惊世浩劫，却让二王庙遭遇灭顶之灾

……

4月21日，记者刚赶到都江堰市，恰

逢该市一大盛事——因5·12地震受损的

二王庙，离开公众视线三年后，重新向公

众开放。

修复：重塑精神图腾

二王庙古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都

江堰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岷江东岸的

玉垒山麓，是为纪念都江堰的开凿者、秦

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而修建的，具

有2300多年的历史。二王庙初建于南

北朝，现存建筑系清代重建。庙内有李

冰和二郎的塑像，石壁上嵌有李冰以及

后人关于治水的格言，被称为治水三字

经。后殿右侧有画家张大千、徐悲鸿等

人的碑刻。园中植满各种名贵花木，古

木参天，林荫蔽日，是四川的游览观光胜

地。

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

震中，二王庙损毁严重，庙门残缺不全，

地上四处是残砖断瓦，建筑群内的多个

大殿坍塌。一度是俯瞰整个都江堰水利

工程的最佳观景点的秦燕楼，更是只留

几堵残垣断壁。

因此，它的修复和重建，成为四川在

震后恢复重建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重

建工程。“二王庙”是都江堰水文化的精

神家园，是巴蜀文化的精神寄托所在。

稳固：可抗8级地震

层层楼台起伏有序，青石阶梯沿山

而伸，循着庙门朝山上看，庙内红砖青瓦

的幽美境界呈现在记者眼前。坐落在葱

郁古木中的二王庙从外体上看去，已经

难觅一丝被震过的痕迹。景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震前二

王庙建筑群，整个维修保护工程按照原

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的方法加

以修复，用了70%的原构件，所有构件，

无论新做还是修复，都经过了做旧处理。

在建筑的隐蔽部位，还加入了成熟

的抗震技术，增强了文物建筑的抗震性

能，重新修复的二王庙至少可以抗八级

地震。

四川，一个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地方，在

治愈大地震带来伤痛的同时，正迈开红红火火

的脚步，用睿智和远见，让每一个在这里的人共

享着幸福。

都江堰市，就是这样一个缩影。2011年4

月下旬，当记者来到这座城市时，很难把这里和

“地震灾区”一词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随处可

见诸如“重建美好家园”类的标语，很难相信3

年前的这里曾经满目疮痍。整洁优雅的市容市

貌、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古色古香的特色建

筑、美轮美奂的夜景灯光，一切景象都美得让人

心醉。

这个城市的人们依然那么热爱生活、享受

生活。大街小巷里，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商场

里的促销音乐，街头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傍

晚时分，炊烟袅袅，人们围坐在一起尽情享受着

地道的川味美食。茶馆的生意依旧火爆，人们

的笑容依旧灿烂……

幸福，失而复得。凤凰涅槃，“幸福”重生。

在都江堰市，每个人都懂得幸福。仅仅离

5·12汶川地震刚刚过去1年多，“2009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颁奖典礼在西安举行。首届最具

幸福感的10座县级市中，都江堰市赫然在列。

涅槃重生古风遗韵

泰安古镇日子红火起来

本版稿件由特派记者何曙光、祝亮摄影报道

幸福，失而复得

二王庙获新生泰安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