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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丽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橘绿时。在秋高气爽的时节走近

浙江海盐县的“南北湖·五味村”，

万奥农庄的葡萄节虽然已经落

幕，黄沙坞的蜜橘却正当时：房前

屋后，平地山坡，触目望去，一片

金黄，正是品赏的好时候。

从北团村驱车，沿着古树参

天的老沪杭林荫绿道前行，途经

文溪坞、澉东村、紫金山等五个自

然村落，无论是“北团问农”、“澉

东品戏”的农家风情，还是“文溪

探幽”、“黄沙采橘”的田园意趣，

抑或是“紫金坐望”的悠然闲适，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名片，每个村

都有独特的韵味。五个村落就像

五粒明珠，点缀在南北湖周边。

在此间流连，就像走进一幅移动

的山水画中，或是一首流动的田

园诗里。

这正是海盐县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成就。近年来，海盐县以

“美丽乡村·乐活海盐”为主题，围

绕自然、健康、精致的“乐活”理

念，因地制宜，编制了“一带二区

三线”的美丽乡村规划。其中一

带是指滨海休闲带，二区是指凤

凰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和湖山省

级现代农业综合区；三线是指水

乡风情线、农耕文明线、生态农业

线。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海盐县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先、

产业融合、文化彰显、群众参与的

理念，根据不同村落的资源禀赋、

发展空间，确定特色示范村、重点

建设村、推进培育村三个类别分

类推进，重点通过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景观营造和历史文化挖掘、

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景观廊

道建设等措施，切实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

何需向往城市，风景这边独

好。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持

续推进，海盐县的人们已经不需

要羡慕城市的繁华便利，在乡村，

在故土家园，一样能实现诗意而

美丽的栖居。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这是五柳先生臆想
中的桃花源。但是在浙江海盐
县，这样和谐美丽的乡村生活却
是实景：

清澈的流水环绕着错落有致
的村庄，开阔整洁的公路一直延
伸到家家户户。修竹、绿树、鲜花
取代乱丢的垃圾，遍缀房前屋后；
走在村里修整过的青石板路上，
满园的草木清香取代了乱跑的鸡
鸭、难闻的猪粪味儿；门前的流水
恢复了往日的洁净，屋后的青山
传来阵阵鸟鸣。徜徉在这小桥、
流水、人家的山水画中，让人油然
而生出一阵感叹：“生活在这里真
好！”

这样山明水净的乡村让人流
连忘返，但同行的海盐县农办负
责人告诉我们，曾几何时，海盐县
也跟许多地方的乡村一样被污水
所困扰。

其中，生活污水的治理是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大难点。据了
解，海盐县的农村生活污水主要
来自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厨房污
水、卫生间污水和浴室污水，这些

水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微生物、杂
物，具有较高的氮、磷含量，对水
体污染较大。

为了打好这场势在必行的
“治水”攻坚战，突出“五水共治，
治污先行”、“治污之要，在于农
村”这一工作重点，海盐县专门成
立了“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出台了《海盐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年）》等政策文件，计划到2016年，
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规划保留自然村覆盖率均达到
100%，农户受益率达到80%以上。

据农办负责人介绍，考虑到
全县不同村落的人口分布密度、
自 然 环 境 和 经 济 条 件 等 因 素 ，
2013 年，海盐县高标准建成了永
兴村、澉东村等 5 个集中式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示范点。2014 年，
海盐采取“接户纳管模式为主，集
中处理模式和分散治理模式为
辅”的治理思路，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的治理，力争年内新增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 1.2 万
户。

为了把村民美丽乡村建设的
思想观念从“要我建”向“我要建”

转变，在生活污水的治理之外，深
化清洁家园也是海盐县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点。2010 年，海盐在嘉
兴市率先建立以集镇、村庄、道
路、河道“四位一体”的农村环卫
保洁新模式，全面推进市场化运
作 ，实 现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率
100%、有偿服务覆盖 100%；引入
城镇环境卫生管理理念，要求农
户包干庭院、房前屋后的环境卫
生，负责责任区内公共设施的维
护管理，增强群众的主体意识。
最可喜的是村民们自发筹资筹劳
投入到美丽乡村、清洁家园、优美
庭院建设中，全民共建成了海盐
美丽乡村建设的新风尚。

从 2012 年起，海盐县妇联和
农办联合在全县开展了“优美庭
院”评比活动，活动举办两年以来
成效显著，到 2013 年，海盐县有
15 个行政村成功创建为市级“优
美庭院”示范村，每个村有 80%以
上的家庭达到“四美”标准——物
品堆放整齐美、卫生清洁环境美、
花木茂盛绿化美、身心健康生活
美。2014 年，每个镇（街道）将有
30%以上的村达到市级“优美庭
院”示范村标准。

生态塑形:一手抓五水共治，一手抓清洁家园

鲁迅先生在《故乡》里说，“我
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
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
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
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这或许
是很多城里孩子共同的遗憾，而

“南北湖·五味村”，正是为了填补
这份遗憾而生。

“南北湖·五味村”位于海盐
县境东南杭州湾畔，由北团、文溪
坞、澉东、黄沙坞和紫金山 5 个景
色优美的自然村落组成，因紧邻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南北湖并具
有江南乡村迥然有异的韵味而得
名：

“北团问农”——可探寻现代
农业的奥秘，体验水果采摘的乐
趣，了解农耕文化的内涵；“文溪
探幽”——可参与踏砖、闻花、听
溪、望山、品茶等各类探幽活动，
参加嬉溪菜园子乡村康体健身活
动；“澉东品戏”——可参观“十姑
娘纪念馆”，听海盐腔、骚子歌等
地方戏曲，品味变幻世道、如戏人
生；“黄沙采橘”——可采摘浙北
独具风味的黄沙坞蜜橘，观赏漫
山遍野的金色橘林，品尝生态绿
色 的 农 家 特 色 菜 肴 ；“ 紫 金 坐
望”——可静心休憩，闲看远山桃

林，坐观紫气东来，游览影视基
地。

行走在海盐滨海休闲带上，
“南北湖·五味村”的旅游标识随
处可见，清晰地为游客指引方向；
乐活驿站、休憩座椅、景点游步
道、公共厕所、游客中心等旅游基
础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全
线设置的公共自行车租借点、旅
游巴士停靠点等倡导着低碳、环
保的出行理念。

依托各类现代农业生产基
地，海盐县重点推出了“八鲜采摘
游”这一特色旅游产品，每年举办
草莓、葡萄、柑橘、猕猴桃等 10 余
个品种的采摘活动，杭州、上海、
宁波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
中，今年的万奥葡萄采摘节是连
续第四年举办，共吸引了社会各
界游客约 50000 人次前来体验采
摘。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休闲
旅游的融合发展，是海盐根据资
源特色和自身优势量身打造的。”
海盐县农办负责人说。目前，乡
村旅游正成为海盐新的经济增长
点，各镇（街道）根据自身的特色
发展乡村旅游，如澉浦镇针对生
态旅游打造“魅力乡村，灵秀澉

浦”，百步镇农丰村针对遗址文化
提出了“仙坛福地，绿色农丰”的
乡村旅游品牌。游客到这里吃农
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
家果、做农家事，在体验农家生活
的过程中亲近自然，收获城市所
没有的闲适。

当然，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的同时，海盐县立足滨海岸线、交
通区位、自然禀赋和人文荟萃等
综合优势，以“两城两区”平台建
设为抓手，努力实现产业集聚、三
产联动、产城融合发展，打造杭州
湾跨海大桥与嘉绍跨江大桥之间
黄金海岸经济带，提高农民就地
就近就业质量。

“我们鼓励各村、各社区成
立劳务合作社，对村民进行就业
扶持和技能培训。”据农办负责
人介绍，近两年来海盐完成培训
人数近 1.5 万人，累计组建农村
劳 务 合 作 社 92 家 ，共 有 社 员
13147 人 ，成 功 创 收 1600 多 万
元。

美丽乡村的发展离不开美丽
经济的支撑，“只有收入提高了，
生活有保障了，村民们才更愿意
在乡村居住。”海盐县农办负责
人说。

兴业富民:打造“南北湖·五味村”乡村旅游精品线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
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有余力，则学文⋯⋯”伴随着
孩童稚嫩而清脆的朗读声，一
场极具传统文化韵味的七岁
学童开蒙礼正在海盐县澉东
村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内上演。

目前，澉东村文化礼堂建
设可以用“如火如荼”四字形
容。今年以来，村里开展的“我
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唤醒
了村民对传统节日的记忆；还
举办了讲座、送电影、展览等活
动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

除了建设农村文化礼堂，
澉东村着重挖掘地方资源，彰
显乡村特色，以当地“凤凰山
下十姑娘”这一轰动全国的事
迹为特色元素，设有凤凰山民
俗博物馆、农家书屋和十姑娘
巾帼展览馆等场所，通过文
字、图片、声像等形式“复活”
当年的历史故事。

“我们县原来因为资金缺
乏、人才也少，很多文化建设
的硬件设施跟不上。现在，仅
2013 年，我们就建成了 12 家
农村文化礼堂并通过验收，全
县村（社区）文体设施面积达
24.2 万平方米。”海盐县农办
负责人带我们参观澉东村的
文化礼堂和闻名遐迩的十姑
娘巾帼展览馆，谈起海盐县的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十分欣慰。

据他介绍，今年海盐县又
确定了以 11 个村、4 个社区为
重点的建设目标任务，并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的实施意见》，在文
化礼堂建设软硬件上，作了更
大力度的倾斜和扶持，全力将
文化礼堂打造成为农村的文
化地标和农民的精神家园，在
推进“三优”海盐和“两美”建

设中，发挥主阵地作用。
“当然，文化礼堂要建起

来，更要用起来；建起来如果
不用，搞形式工程，那是对资
源的绝对浪费。”农办负责人
如是说。

为此，海盐在全县范围内
实施村（社区）文化专职管理
员制度，为每个村（社区）配备
1名享受政府补贴的专职管理
员，建立和完善村（社区）文化
阵地的长效管理机制，实现村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环境整
洁、开放有序、活动正常、氛围
浓郁的服务管理目标。

有了经费、场地、人员，还
要有活动。海盐县广泛实施
文化下乡、进村入企到户等文
化活动，重点打造“文化走亲”
活动、春晚、“文化扎根工程”
等文化品牌。为了丰富村民
的业余生活，2013 年，海盐县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581 次，其
中大型活动 42 次、送戏下乡
135 次、文化走亲 17 次，累计
放映公益电影 1260 场，观众
达154000余人次。

“现在，晚上下班以后老
百姓再也不用担心没事做了，
女同志可以唱个歌儿、跳跳舞，
男同志则可以打篮球、乒乓
球。”据了解，今年海盐县再次
举办了2014广场健身舞季“五
味村”巡演活动等送戏下乡活
动，进一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
生活。

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
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仍
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这份诗意一定不能从城市的
繁华喧嚣中寻找，而应在乡村
的悠闲自在中品味。还乡村
以美丽，就是留一个空间安放
我们的性灵。

人文养心:
传承历史文化，丰富当下生活

文溪坞村

澉东品戏
南北湖·五味村

紫金山之春

黄沙坞采橘

南北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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