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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江南如梦江南 幸福萦绕幸福萦绕

文 仇欢 谢尚国

“碧溪深处绝世喧，自汲清流日灌园，却笑渔船长共到，不知是
否比桃源。”秋季的午后，步入南浔的美丽乡村，淡淡的韵味随着步
伐流淌。

小巷的石板路已经被路人的足迹打磨得光可鉴人，那是一种
厚重而不浮夸的通透，像极了亘古美玉上的温润⋯⋯走在石板上，
就像漫步在时间的刻度上，融入了时光的深处。仿佛述说着，一辈
又一辈人，他们的冷暖，他们的温饱，他们的命运，以及与石板，与
乡村息息相关的故事。

南浔美丽乡村，汲天地之灵气，汇生态之优势。这里的一街一
巷、一砖一瓦，都是岁月的留痕；这里的一桥一水、一叶一花，都在
幸福歌唱。

青堂瓦舍，傍水而居，小桥
流水，街面廊屋，这是坐落于和
孚镇的荻港村，一个拥有深厚历
史底蕴的文化村落，从演教禅寺
到南苕胜境，从里行埭到名人
馆，荻港村的每一个角落都传续
着千年来的古风遗韵。

站立在那古老的桥上，看着
岸边已经上了年代的小巷灰房
不禁想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

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
的梦。”这样的意境，或许，也只
有 在 这 样 的 水 乡 才 能 感 受 得
到。

在 南 浔 ，像 荻 港 村 这 样 的
“水乡”还有很多。去年以来，南
浔区结合“三改一拆”、“四边三
化”、“水环境整治”等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加快推进全
区“魅力水乡”建设。以南浔古
镇的辐射、聚集作用，打造南浔
城市核心区；以浔练公路、三新
公路、湖盐公路、墙莫线以及和
新公路为交通轴，形成古镇新貌
风采带、笔墨书香风雅带、鱼米
之乡风光带、蚕花故里风俗带和

梦里水乡风情带；以頔页塘和京杭
运河为轴线营造两条水上景观
廊道；依据资源秉赋，形成东部
都市水乡风貌区、西部渔业风情
发展区和南部特色生态文化区。

和孚镇荻港村、菱湖镇竹墩
村、旧馆镇港胡村等 7 个历史文
化村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一池一塘都经历了数百年岁月
沧桑的积淀，它们的“古”与“旧”
在传递村落魅力，彰显独特印记
的同时，也被贴上古建筑村落的
标签；善琏镇含山村、善琏村和
练市镇大虹桥村孕育着民风习
俗、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瑰
宝，它们的“美”与“魅”不仅铭记
着文化根基，也连接着传统文化
的源头。

79 个 美 丽 乡 村 、27 个“ 中
国 魅 力 水 乡 ”示 范 村 ，外 加 一
批 农 房 集 聚 项 目 促 成 的 农 民
新村⋯⋯如今各村朝着“一村
一 特 色 、村 村 有 亮 点 ”的 方 向
探寻着蜕变。南浔镇柏树村、
永 联 村 结 合“ 最 美 乡 村 路 ”建
设 ，书 写 一 村 一 景 观 、一 路 一
风情的美丽画卷；练市镇荃步
村收集当地古旧石器，建成古
石 长 廊 ，弘 扬 水 乡 文 化 ；双 林
镇向阳村坚持高标准，把农房
集聚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起步于 2012 年的南浔城乡
发展一体化改革试验区，确定了

“离土不离乡、乡愁依旧在”的现
代田园新镇主题。

眼下，农民宅基地换房、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农村产权制度等
一系列改革已迈开步子，南林社
区一期 21 万平方米已全部结顶；
二期21万平方米已开工建设⋯⋯

历史上的南浔，因水而名，
因水而美。著名报告文学家徐
迟在他的《江南小镇》里，一口气
用 66 个“水晶晶”书写他的美丽
故乡南浔。

南浔人有一个共同的儿时
梦，清水潺潺，摇橹声声，鱼儿欢
快，这是一份记忆深处的乡愁。
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五水共
治”项目的推进，这一记忆将被
重新寻回。

临 于 水 上 的 南 浔 ，灯 火 阑
珊，繁华岁月的背后，孕育着一
个个崭新的故事。

宜居，离土不离乡宜居，离土不离乡

桑叶墨绿，阡陌相连；鱼塘遍
布，水光潋滟。

上世纪 90 年代，南浔区桑
基鱼塘育桑养鱼，相连相倚，相
辅相成，成为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粮农组织所肯定的我国
唯一保留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
模式。

桑基鱼塘起源于春秋战国时
期。明清时，随着蚕桑产业的迅
速发展，其生态养殖模式基本成
型。据明代归安县沈氏所著的

《沈氏农书》记载：“池畜鱼，其肥
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
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
之本。”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
稼”的经济效益，成了世界罕见的
循环农业生态系统。

今天，拥有打造循环农业生
态系统丰富经验的南浔区将美
丽乡村的转型与生态经营并举
推进美丽经济发展。农业“两
区”深入推进，全区粮食生产功
能区面积已经达到 12.26 万亩，
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区）、
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综合强区、
省级示范性粮食生产功能区等
荣誉。农业主体逐步壮大，全区

现有农业龙头企业 216 家，其中
浙江卓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
州申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华统食品有限公司、湖州华金康
粮油有限公司等一批优质企业
脱 颖 而 出 。 2013 年 销 售 收 入
5000 万元以上的 28 家，农民专
业 合 作 社 247 家 ，家 庭 农 场 21
家，注册资金达 1894 万元。生
态循环农业发展良好，化肥使用
量逐年降低，农牧结合、粮经结
合以及湖羊离地平养、水禽旱
养、稻鱼共生等循环模式广泛应
用，南浔区“桑基鱼塘系统”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秀美山水可饱眼福，农产品
可用于果腹，倘若能巧加创意，就
可蝶变为‘美丽经济’，吸引城乡
游客休闲养生、观光旅游，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有专家
认为，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蝶变，经营村庄就是个法宝。
按照“串点连线成片”的思路，重
点打造了古镇新貌风采带、鱼米
之乡风光带、蚕花故里风俗带、笔
墨书香风雅带、梦里水乡风情带
及横三线“美丽乡村路”建设等

“六条线”。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业，成功举办“渔文化
节”、“湖羊文化节”、“葡萄文化
节”等节庆活动，全区农家乐共接
待游客 69.8 万人次，直接营业收
入1.38亿元。今年，还将投入200
万元在美丽乡村创建村中引导培
育 10 个 2A 级以上旅游景区，推
动乡村旅游发展。

在 和 孚 镇 荻 港 村 ，我 们 看
到，1007 亩的桑基鱼塘农业文化
遗产核心保护区内，塘、田、地穿
插，各产业相连相倚、相辅相成形
成了极富生命力的种养业生态循
环系统。

桑基鱼塘农业为基础，农家
乐在乡村兴起。荻港渔庄是荻港
村内总占地面积 605 亩，投资 1 亿
多元的农家乐企业。董事长徐敏
利早年办化工企业起家，当意识
到化工污染对水乡环境的极大破
坏后，2005 年放弃利润丰厚的化
工厂，改造 300 多亩荒废湿地，建
起浙江五星级农家乐“荻港渔
庄”，带头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渔
庄开辟了打年糕、酿米酒、磨豆
腐、摘水果等游客参与性农事活
动，已成为南浔区经营美丽经济
的一个新亮点。

富足，土地上的赞歌

有人说，每一个村庄都是一
座圆明园，向人们叙说着历史与
沧桑，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
保留。例如，善琏镇善琏村的湖
笔文化、千金镇千金村的剪纸文
化、双林镇七星桥村的稻作文化、
菱湖镇陈邑村的鲈鱼文化、南浔
镇辑里村的辑里湖丝文化、石淙
镇石淙村的蚕花文化⋯⋯

2013 年以来，南浔区在文化
特色鲜明、人口相对集中的行政
村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建设

“两堂五廊”，打造以“礼”育人特
色。对全区范围梳理挖掘出一批
在传统、历史文化、乡风民俗等方
面有突出特点的行政村，建设首
批“文化礼堂”。如练市镇慈姑桥
村的慈善文化、双林镇七星桥村

的农耕文化、和孚镇荻港村的渔
文 化 、善 琏 镇 含 山 村 的 蚕 文 化
等。根据民间文化场馆呈现的地
域特点和所属类别，南浔区精心
打造“文化礼堂·水乡记忆”示范
带，每个示范带由 4~5 个场馆相
组合，共形成 5 个示范带。由渔
业文化带、民俗文化带、农耕文化
带、非遗文化带、新风文化带所延
伸精神脉络，串联起一个个村庄
的文化基因，形成合理布局、适度
交叉、协调推进的文化礼堂建设
新格局。

10 多米的文化长廊是南浔息
塘村文化礼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覆盖瓦片的屋檐装饰，体现出独
特的耕织文化。一幅幅照片和一
段段文字，体现当地民风民俗，流

传乡间的俚语，使息塘村变得愈
加鲜活。村民们最喜欢带着孩子
参观文化礼堂的新农村建设成就
馆，这里能唤起老一辈息塘人记
忆深处的故事。

书画室则陈列着年代久远的
农耕用具，以书画形式展示的古
代息塘村代表建筑和历史故事漫
画。村里会不定期组织活动，请
名师教孩子在这里研习书法、临
摹图画，动手体验息塘村的人文
风情。

除了文化礼堂，南浔图书馆
“百姓书房”、南浔大剧院“亲民剧
院”也逐一落地。为延续传统文
化，让“文化走亲”真正在农村落地
生根，南浔积极举办“南浔你好”、

“健康南浔科学健身”、“国旗下成

长”主题歌咏会、“安康重阳”义务
体检、湖颖写金秋书画下乡等活
动。实施“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工程，含山打造“中国蚕桑民俗圣
地”、善琏承继“中国湖笔之都”、练
市唱响“中国江南船拳之乡”、千金
谱写“江南剪纸之乡”。

朝着“需有所供、难有所帮、
老有所养、幼有所托”的目标，南
浔也把创新农村治理模式提到了
重要日程。多举措提升老年人养
老设施，促成村级日间照料中心
建成率达到 40%以上；全面开展
老年健康咨询服务，让城乡“三
无”对象全部实现入院集中或户
院挂钩供养。

魅力南浔，就像一曲凝固的
音乐，走近了才能品味她的动人。

文化，把乡愁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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