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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我们从宁波市主城区出发，
驱车 40 多分钟，来到了江北区南联村，这里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在青山绿水间，镶嵌着
鳞次栉比的浙派民居，江南水乡尽显秀美。

上午 10 时，我们见到了村支部书记傅
海宏。踏着青灰色的石板路朝村里走，傅海
宏给我们介绍村里的变化：“以前，我们守着
好山好水，可村里的常住人口却越来越少。”
这些年村里打好“环境牌”，用好环境吸引游
客也留下了村民，这些年不但本村村民无一
户搬离，反而越来越多城里人喜欢来他们村
住。这变化的背后，是这些年村里坚持的农
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三大革
命”。

石板路两旁，是由石头砌成的民居，房
前屋后点缀着各种花草，淡淡的花香沁人心
脾。不少有特色的美丽庭院让我们不时地
停下脚步欣赏，村民朱爱娟家的庭院绿意盎
然，取名为“明悦园”。这里有小松树、灌木
丛、青草地，整体设计看起来像是个微型园
林。正在准备午饭的朱爱娟迎了出来，邀请
我们进去吃杨梅。“早些年你要是来村里，恐
怕会被脏乱差的环境吓跑。”她说，那时有不
少村民养鸡鸭和猪牛，生活污水、农业污水

都随意排放，天气一热，村里到处臭烘烘的，
苍蝇蚊子满天飞。

对此，村里从畜禽整治和污水管网建设
工作入手，开启了人居环境的整治。傅海宏
回忆，当时用了半个月时间，村干部才说服
18 户规模养殖户卖掉了畜禽；250 余户村民
家的生活污水都被纳入了污水管网，村里原
先存在多年的臭水沟不见了。

环境变好了，朱爱娟主动当起了自家庭
院“设计师”。她在围墙边砌了小茶座，在院
子中挂上了书法绸带装饰。在南联村，美丽
庭院大多是村民自己动手打造：“刘家酒坊”
宽敞的院子里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小酒缸，一

侧围墙特意用了镂空设计的砖头，方便酿酒
通风；“叶大姐寻味”院子里的花盆都是青色
的瓷器，门口简介写着，这家阿姐擅长制作
青团等江南美食⋯⋯

在村里行走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
意思的现象：路边没有放置垃圾桶，路上却
干干净净。“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刚开展时，
主要是党员干部、志愿者桶边督导，但分类
质量不高，后来我们根据村内情况撤掉分类
垃圾桶，实施全村上门收集垃圾。”傅海宏介
绍。

村支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征询各方意
见后决定，南联村明确，一天两次请专人上门

收集垃圾，6名保洁员分区块工作。于是，村
里便逐步开始“撤桶”。村民的生活习惯也在
默默改变：在小广场唠嗑的老人们，临走时还
自觉掏出袋子，顺手装走瓜子壳。3个月后，
村里让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打分，全体村民
一致勾选了“满意”。南联村因此还获评省级
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在南联村，不输城市景区的公厕是另一
件让村民们自豪的事。这些年，村里新建改
建了 4 座公共厕所，从选址到配置都是尽量
满足村民需求；每一座都配置了洗手台、厕
纸以及残疾人扶手，还有专人一天两次打
扫。在村道边，村民毛惠良告诉我们，环境
好了以后，村里实施了许多新农村品质提升
项目，先后建成了村公园、村篮球场等，云湖
绿道、湖心亭等纷纷投用。南联村先后获评
了国家森林乡村、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省卫生村、宁波市生态村、宁波市卫生村等。

优质的生态资源，全面激活了美丽经
济。蓬勃发展的乡村休闲旅游，给村民带来
了更多增收机会，如今的南联村村民，有的
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变身民宿、露营点、茶吧
的服务员，有的则在家门口卖起了自己制作
的青团和烧酒等。如今南联村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到4.3万元，是20年前的5倍。

营造良好环境，江北南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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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环境，江北南联村——

村民当起庭院设计师
本报记者 段琼蕾 共享联盟·慈城 杨 芝

从杭州市区一路往西，在层峦叠嶂中穿
行近两小时，一路山水与村庄交替，直到眼
前出现了一片灰、黄、白三色杂糅而成的民
居群落——文村，到了。

2012年，富阳力邀“普利兹克建筑奖”得
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为当
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档案馆“三馆”项目做规
划。王澍在答应的同时提出想找一块“希望的
田野”，做一次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他走遍
了浙江 300 个村子，最终选中了文村。从
2012年到2016年，文村用4年时间完成了村
居改造计划，24幢新式民居逐渐从900多年
历史的古老村落中“生长”出来。

下车后我们穿过一片田地，走过一座小
桥。抬眼望去，一幢幢临溪而建的民居，有的
是当地常见杭灰石立面，有的是当地传统工
艺夯成的黄黏土墙，偶有几幢白墙黛瓦点缀
其间，却配以原木色的长门，尽显江南之韵。
日上三竿，两位奶奶挨着墙，就着石墩各自坐
下，聊着家长里短。一巷之隔的西边，则是一
间颇为文艺的咖啡手作店，一位年轻姑娘开
着直播，悠悠地跟“粉丝”们唠着家常。

老与新的碰撞，常常叠加在这座小山村。
但似乎并不让人觉得突兀。漫步在溪边小道，
我们注意到，在这片灰黄白的新民居之间，还
保留着几座满是岁月痕迹的古民居。

“这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旧宅。”文村村
原党总支书记黄健军说，他曾亲历文村的改
造。“村里原本保留着40多幢连片的古建筑，
用的都是本地常见的行徽石建造。”黄健军
说，这沿溪而建的连片古建筑，是文村的村庄
肌理，极具美感，就像艺术品。可对于当年的
一众文村村民们来说，这些老楼并不是什么

“宝贝”。那时的他们羡慕萧山等地盖起的
小洋楼，甚至有不少村民在紧挨着古民居的
地方，辟出一块新地儿，也准备效仿。

“现在想想，得亏当时‘刹了车’。”黄健
军说。2014 年，随着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省
级综合试点项目的落户，迎来新机遇的文
村，逐渐变了模样。

王澍团队按照村子里原有的道路和水路
基地，设计了24种农居：厨房宽敞，不愿用煤
气灶的村民可以打造柴灶；每户都有个精心
设计的入口，屋后又延伸出一个篷子，保留老
人在家门口唠嗑的烟火气；有些甚至融入了
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现代居住需求。

虽然尽可能照顾到了村民的生活习惯，
但依然有不少人“望楼却步”。比如大家习惯
了卧室里放电视，但新民居里，休闲功能放在
了客厅。当人们真正搬进新屋时，“不适”很

快就没有了。“屋子墙体很厚，墙壁外还包裹
着一层杭灰石立面，比普通房子足足厚了一
倍，冬暖夏凉。”住在村西头的周群丹说，他家
的屋子层高有4米，住起来舒服通透；门口原
来乱糟糟的村道如今干净整洁。在村里人必
经的道路旁，新建了一个古朴的休息亭，“听
说是从东阳专门定制的。”亭子里唠嗑的村民
沈阿姨对此津津乐道。

“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随便晒一下村里的
景色，就有人说要来打卡。”周群丹说。村民
们开始骄傲于村庄的改变。不少人按照图
纸自行修建了民居。形态不一但风格统一
的新居，如今村里已有 40 多幢。“现在，我们
村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了。”黄健军乐呵道。

更多的变化，在这座小山村，一点点发
生着。

时不时出现的大巴车和陌生的背包客，
村民们早已习以为常。空置的民居，村里交
由众安集团来统一运营。文村媳妇王庆兰
在家门口谋到了一份运营工作，既能顾得了
娃，又安逸闲适。而从宁波辞职回乡的周群
丹，索性把家里多余的房间改造成了民宿，

“逸山栈”开张，她当起了民宿女主人，“现在
就算让我住城里去，我也不愿意了。”

村民们愈发觉得，文村保留下来的村庄
肌理与乡野味道，让他们拥有了向往的生
活。不少村民在家中天井处，自行设计了古
朴的小庭院；民居群内的水泥路，还原成了青
石板路；村道边，多了不少古早的景观小品。
日落时分，村子里愈发静谧，耳畔忽而传来一
声吆喝，我们回头望去，小溪边扎着头巾的阿
婆挥弄着双手，一群大鹅朝着远处悠闲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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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愈发炎热，但距离天台县城仅 10 分钟车程的塔后村，
却是绿树成荫，十分凉爽。

一到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的青山脚下，一座座白
墙黛瓦的民居鳞次栉比，参天古树浓荫蔽日，上万株荷花迎风摇
曳。我们走进村里，小桥流水哗哗作响，更惬意的是家家户户开
放式庭院清雅别致，独具匠心，摆放着盆栽、秋千、茶座、帐篷等
各种装扮元素，一些村民坐在长椅上看看花、弄弄草、喝喝茶，十
分清闲自在。

白天的塔后村美得像在画中游，到了晚上则平添一份烟火气，
烧烤摊、酒吧、茶座、咖啡馆、机车集市人气旺盛。天黑以后，我们加
入散步队伍，碰到了村民姚玲玲正在完成当天的健身万步走目标。
5年前，她放弃了在外开小超市，回村身兼多职，成为了网格员、讲
解员等。“走一走，整个人都清爽，因为村里空气好。”姚玲玲完成健
步走后和我们聊起来，“出来转一下，走累了就在石板凳上一坐，和
其他村民一起聊聊村里的趣事。”

每个村民都骄傲着塔后村的巨变。以前村里露天粪坑奇臭
无比，苍蝇、蚊子嗡嗡叫，住的是黄泥房，走的是泥路，一到雨天
坑坑洼洼。去一趟县城，要翻过几座山，自行车骑在石子路上跌
跌撞撞。村庄的变化得益于“千万工程”的实施。塔后村先后启
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全域环境革命，精准打好治危拆违、污
水革命、垃圾革命、厕所革命、房前屋后整治等系列组合拳，村庄
环境大为改善。

这时远处传来悠扬嘹亮的歌声，原来是去年村里刚在荷
花塘上建起的水上莲花舞台在播放乐曲。入夜后这里五彩灯
光映照，一到音乐节，生态座椅坐满了人，是村里目前最红的
景点。再往村里走，听到有人弹吉他，一看竟然是村党总支书
记陈孝形。他上任后自掏腰包举办一场田野音乐会，让塔后
村火了起来。“就在村口农田里，搭了一个大舞台，以赤城山为
背景，用玉米秆、南瓜做装饰，用 LED 灯照出满天星空，花费了
1 万多元，特别出片，不仅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而且有五六千人
到现场来观看。”陈孝形说，当时就想着塔后村现在不一样了，希
望吸引年轻人回村。

村庄变美了，生态保护真正走进了村民心中。村道安装光
伏路灯，建设垃圾分类棚，村民开启低碳生活，普及智慧用电，
一旦用电量超标就会手机提醒。“我老公人在外面，有时候很紧
急地打电话过来，让我检查下哪里用电过度，随手关灯。”村民
许林芝曾在宁波经营酒店，看着村庄大变样，和丈夫回村开起
了民宿，“村民习惯了垃圾分类，看到路上有垃圾都会捡起来。”

村里通过开展低碳活动、培训，营造低碳生活氛围。村民也
自觉改变生活方式，家里安装节能灯，出行多靠电动车。民宿少
用一次性用品，时刻谨记垃圾分类、节约用水。“都是一些小细节
做起，慢慢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村民朱亚珍说道。

2021年，塔后村获批浙江省第一批低（零）碳试点村。“我们
村里积极践行低碳理念，整村低碳氛围浓厚。”陈孝形介绍，为了
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该村将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纳入村规民约，
积极营造低碳生活氛围，完善低碳设施，将投入 60 万元，新建
100盏太阳能光伏路灯、60余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6处共享单
车投放点。

塔后村，不仅环境好，生活也很便利，这也是吸引很多人
回村的主要因素。村庄周边有幼儿园、小学、菜市场，村里有
中医馆、艾草体验中心，天台名老中医坐诊。村里不仅通了
宽带、自来水，还有高山上的山泉引村入户。

灵气的塔后村，溪水纵横交错。2021 年，天台作为全省唯
一获批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县。塔后村引水入村，实现
100%水系连通率。水中清澈见底，水边悬挂浮雕墙，水上搭桥
成为公共休闲区。这个夏天，塔后村还要引进水上游乐项目，村
民业余活动将会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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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很幸福
本报记者 杨 群

浙江乡村72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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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文村所见，只是一隅，已足以令人神往。
相比于昙花一现的“网红村”，文村的美

初一看惊艳于设计，再一品却了然于气息。
从生活在其间的村民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
股乐活的闲适劲儿。那种让时光声声慢的
氛围，让幸福感不问自知。

宜居并无标准答案，亦无最终范本，但必定是
让人慕名想来，来了想留下，留下了会说好的地
方。比起纷繁的景点，朴素的乡村风貌、真实的生
活状态更显珍贵。

乡愁，不止是留住乡土的天宽地厚、水美
花香，还成为了彼此的情感连接，甚至给予外
来者一份心灵深处的精神滋养，成为记在心
里的“宜居之地”。

无需一味追求人气，“择一地终老”的文
村自有味道。

宜居并无标准答案

蓝蓝的天、清清的水、绿绿的山，一直以
来，南联村都有天然的好风景。随着发展阶段
不同，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了新的载体和内
涵，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始终是源头
活水。

当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基本每年一两个
项目，从改善环境、提升村庄风貌和完善旅游配
套入手，把村里的发展
基础打好了。最终，路
通了、村美了，游客也来
了，家家户户找到了致
富路，百姓口袋也鼓了
起来，村庄发展进入快
车道。

因地制宜建设乡村

记者手记

塔后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形总说，乡村规划设计，要把真实的
乡村留下，充分考虑村民的生产需求与生活习惯。我们在村里
看到，柏油马路宽敞又便捷，家家户户有车，但村里不设大型停
车场，每家门口划分停车位，让村民出行能更
便利，同时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也让日常中，
村民生活更有秩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村里用新创意、新思维，
让乡村颜值更精致。暖心的设计也让村民生活舒
心，更多人回来了，投身到村庄发展中。

以村民需求为出发点

记者手记

杨 群

改造后的文村

改造前的文村（2013年左右）

游客在南联村内的宁波山地自行车公园骑
行。

改造前后的南联村一角。

塔后村改造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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