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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千帆竞渡，岸边旌旗招
展。各路民间文艺表演团队各亮
拿手好戏：唱一段祭歌，祈求渔业
丰收；跳一段舞蹈，盼望家宅平安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人山人
海，津津有味地欣赏悠远文化的古
朴韵味。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的“网船会”，是王江泾

“流淌着的运河民俗”。清人画作
中，即有对莲泗荡网船会的细致描
绘：“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舰不下四
五千艘，自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
排泊如鳞。”如今，网船会更成为王
江泾镇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一道
亮丽的文化胜景。

改建通往庙会的桥梁，改造网
船渔船停靠集聚地河埠，修建停车
场，修缮刘公塔，建立渔俗文化博
物馆，建造亲水平台⋯⋯一个个政
策的推出、一项项举措的实施，王
江泾镇全面打造网船会的“外在容
颜”，不断发掘网船会的“内在魅
力”。

“要让这幅绵延数百年的江南
水乡原生态文化长卷一直在这方
水域展现。”这是王江泾镇党委、政

府一班人的诺言。他们将挖掘运
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基因
与农村文化礼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等文化载体结合，使王江泾真
正做到了“形神皆美”。

文化的种子，就像河荡里的莲花
一样，在王江泾镇溢出醉人的芬香。

全镇已建立各类文艺团队 50
多支，并成立了王江泾镇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下设文学创作协会、美术
协会、书法协会、摄影协会、音乐协
会、民间收藏协会等 7 个协会。在
这片水乡，农民画、摄影及其他文艺
佳作不断涌现，多件作品在全国获
奖。33 个行政村每村都有一支以
上的文体队伍，实现了文化活动中
心（室）全覆盖。全镇每年放映农村
数字电影 416 场，组织广场文艺演
出、排舞比赛等各类文艺活动，举办
农民篮球、乒乓球、门球、气排球、中
国象棋、踏排船等传统与民间体育
活动。连续3年举办了“长虹碧波”
民间乡土文艺表演比赛。

王江泾镇还大力推进“文化礼
堂”建设，按照规范标准，整合资
源，完善设施，把“文化礼堂”建设
与农家书屋、基层党校、道德讲堂
等阵地结合起来，开展“158工程”，
实现各行政村每月放映 1 本电影，
每年观看 5 场戏曲或演出，每年组
织8场文化体育活动。

网船会成为王江泾镇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文化的
种子，就像河荡里的莲花一样，溢出醉人的芬香。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所
描绘的西湖美景，如今成为了王江
泾镇安徽籍新居民丁建民的现实
生活场景。3 年前，他辞别上海，
在王江泾镇找到了实现自己“绿色
梦想”的平台和载体——种植莲
藕。包田、开挖、引种⋯⋯短短 3
年过去，他种植的莲藕面积已扩大
到200多亩。“在这里创业生活，感
觉很幸福，”丁建民说。目前全镇
莲藕种植面积已达到20800亩。

近年来，王江泾镇着力推动
由商贸重镇、工业立镇向旅游生态
镇的战略转型，挖掘生态资源优
势、遵循生态循环理念，启动北部
湿地荷塘叶色农业综合体项目规

划和建设。
作为王江泾镇建设“江南湿

地新城”的重点项目，荷塘叶色农
业综合体项目以荷塘叶色为主题，
以休闲农业为内涵，是一个融入了
旅游观光和度假功能的宜居、宜
业、宜游的现代农业综合体。该项
目以长虹村、洪典村、太平村为项
目实施核心区，规划实施面积
7800 亩。园区按照渔乡风情湾、
精品生产区、种养示范区、荷花种
源区、三产文化区、运河乡村旅游
区、休闲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和谐
家园区等九大功能区块规划布局。

为了实现“江南湿地新城”的
梦想，王江泾着力修复水环境，整
治周边环境，合理开发湿地资源；

湖荡沿岸及若干湖心小岛绿树成
荫，保持植物多样性，培育若干个
森林氧吧，再造江南水乡的绿色原
生态环境。

“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农村；因
势利导，发展生态经济。荷塘叶色
农业综合体项目顺应了经济发展
需要和百姓生活期望。”王江泾镇
党委书记陈天荣说。

与此同时，王江泾镇以成功
入围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
镇为契机，高起点规划、大手笔投
入、高标准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和
城镇相关配套项目的建设步伐，努
力使全镇“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
样”，实现从新市镇到小城市的全
方位升级。

加大莲泗荡风景区的开发力
度，对环莲泗荡区域的基础设施进
行一级开发，开工建设湿地新城商
贸综合体；关停嘉兴锦江热电厂、
南方水泥厂，实施印染集聚区一期
项目建设；围绕智能家居、现代纺
织和湿地新城三个规划，加快培育
和完善产业链，推进优势产业集群
化发展；将生态保护和特色产业发
展紧密联系起来，提升莲泗荡风景
区的品位，加快国家级现代渔业特
色园项目进度，建设集种苗保育、
示范养殖、生态循环、加工营销、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渔业特色产
业园⋯⋯

王江泾，正向着生态、宜居、高
效的幸福小城加速迈进。

着力推动由商贸重镇、工业立镇向旅游生态镇的战略转型，打造生态、宜居、高效的幸福小城。

“水，适则为利，过则为害”。
水域面积为版图面积 1/4 的王江
泾，在繁华与富庶的背后，也承受
着水涝不断、水污难治的痛苦和
压力。

在我省全面推进“五水共治”
的大背景下，河多、荡多、水多的王
江泾如何做好治水文章？“我们要全
面落实河长制管理，按照‘一河一
策’方法落实治水目标和要求，加快
喷水织机污水治理，加强生活污水
处理，加快水利设施建设，全力以赴
打好治水攻坚战。”陈天荣说。

镇里专门成立了五水共治办
公室，排出时间表，
挂出作战图。他们
创新举措，落实“五
水共治”长效管理：
实施家庭治污“责
任 田 ”制 度 、建 立

“三老”监督制度、推行“河道认
领”机制、实施联合督查限期整改
制，还出台了《王江泾镇“五水共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一场声势浩大的“五水共治”
浪潮席卷王江泾。

实施五水共治“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做到“三个不留”：倒排时
间不留退路、项目推进不留余地、
督查通报不留情面。

狠抓喷水织机污水治理。强
化喷水织机处理站建设，在已经
投入 1.4 亿元，建设 18 个站的基
础上，今年又投入 3300 万元，新

（扩）建喷水织机处理站 5 座，建
设收集管网54.5公里。全镇已累
计建成 20 座织机污水集中处理
站，铺设收集管网 240 多公里，织
机污水总处理能力达14万吨/天，
织机户入网 1852 户 50312 台，实
现全镇喷水织机污水处理全覆
盖。加大落后设备淘汰力度，抓
住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动
员低小散的织机户退出市场，目
前已淘汰关停织机 483 户 4030
台。加快推进中水回用，目前已
有 5 个污水处理站实行中水回
用，回用率达80%以上，日回用量

达到2.5万吨，有力促进了水资源
节约和水环境的改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当前
“五水共治”的重点和难点。根据
“五水共治”要求及区下达任务，
王 江 泾 镇 2014~2016 年 要 治 理
10101 户农户的生活污水，今年
计划治理 2800 户。为此，王江泾
镇紧盯工作目标，科学安排进度，
以重点整治河道、美丽乡村精品
线路及城郊结合部为重点先行治
理，努力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分类有序加快推进。

今年上半年，王江泾镇“五水
共治”工作获区半年度考核第一，
是浙江的样本，并在全区 6 个出
境断面水质考核中获唯一出境断
面水质优秀，得到省委督导组的
高度肯定。

在加强污水处理的同时，王
江泾镇水环境治理更力求从污染
源头进行革新和改变——

传统产业重心转移，是王江
泾镇迈出的第一步。作为王江泾
镇的特色产业，纺织业在该镇经济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初加
工、粗加工、低价格向深加工、精加
工、高附加值转变，王江泾镇积极

引导企业把生产经营延长到中下
游、印染后整理环节，以产业的提
档升级实现水质的全面改善。目
前，全镇纺织产业新产品率达
39%、纺织产品中高档率达70%。

产业结构全面调整，是王江
泾镇迈出的第二步。从以制造业
为主转向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并
重，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出击，加大
自主创新力度，王江泾镇以多元
化经济谋求市场“话语权”。依托
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交通枢
纽地位，充分发挥嘉兴·中国南方
纺织城“经济总部、检测中心、研
发中心和信息中心”的作用，以全
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目标实现着
新的跨越。

古镇如梦、新城入画、田园可
诗，在与水的同频共振中，王江泾
塑造着一个更美的文化水乡。

全面落实河长制管理，加快喷水织机污水治理，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加快水利设施建设，“五水共治”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

全面落实河长制管理，加快喷水织机污水治理，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加快水利设施建设，“五水共治”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

这里

，因水而气质灵动

。京杭大运河穿王江泾镇而过

。始建

于明万历年间的长虹桥

，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一

道风景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东的莲泗荡公园

，背靠万顷

良田

，面朝千亩鱼荡

，勾勒出一幅秀丽的江南水乡图

。

这里

，因水而内蕴丰厚

。多少年来

，王江泾人在这片土地上

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水乡文化

。明朝时

，这里就建有闻湖书画院

。

而绵延百年的江南网船会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每年吸引大批来自江

、浙

、沪等地的游客

。

这里

，因水而繁荣发展

。南宋时

，王江泾就是江浙两省交界

处的一个丝绸集镇

，方圆数十里

，日出万匹丝

，镇上店坊林立

，被

誉为

﹃
衣被天下

﹄
的丝绸之府

。今天

，围绕

﹃
中国智能家居城

、江南

湿地生态城

、浙北商贸纺织城

﹄
的目标定位

，王江泾全面实施智能

家居产业培育工程和纺织产业转型提升工程

，强化喷水织机处理

站建设

，加大落后设备淘汰力度

，加快三产旅游业发展

，以强劲的

发展态势

，实
现
着
精
彩
的
蝶
变
…
…

特别是近年来

，王江泾镇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艺术资

源

，着力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框架

、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文化创新机制

、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繁荣格

局

。从倡导

﹃
做一个文明有礼的王江泾人

﹄
到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村镇工作先进镇

、浙江省文明镇

，从评选

﹃
画乡骄子

﹄
到寻找

﹃
身边

感动

﹄
，文明新风在全镇蓬勃兴起

、扑面而来

。全镇还开展学习家

乡好女儿

—
—﹃
最美妈妈

﹄
吴菊萍活动

，强势推进价值观大讨论

，

﹃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
正成为王江泾人的自觉行动和实践

。

﹃
王江泾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

，更应因水而美

，我们要以更加

切实的举措和更加创新的手段

，保护水资源

、恢复水生态

、发展水

文化

、搞活水经济

，再造一个更美的文化水乡

，努力把王江泾镇建

成嘉兴市乃至浙江省富有特色的

、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化大镇和

水乡名镇

。﹄王江泾镇党委书记陈天荣说

。

嘉兴市王江泾镇

王江泾王江泾 再造一个更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