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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持续深化“千万工程”让乡村更令人向往
徐 卉 姜宪伟

新丰镇美好“姜”来幸福路美丽乡村精品线

（本版图片由南湖区委宣传部提供）

乡间小道两侧绿树成荫，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不时出现的微景观让人眼前
一亮⋯⋯这样的江南乡村景致，如今在
南湖区的村庄里随处可见。

如果回到 20 年前，村庄面貌和现在
迥然不同。在新丰镇竹林村村民王利峰
的印象中，村里一度因为过度养猪造成
河水污染。2013 年起，随着南湖区先后
开展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美丽乡村建
设，竹林村近 40 万平方米的猪棚全部拆
除，原本的河道经过疏浚、治理也恢复了
清澈，集镇经过改造后变得焕然一新。

王利峰说：“生态环境好了，村里还
找人帮忙设计图纸，用陈砖旧瓦在路边
搭建景观墙，还给旧轮胎涂上了好看的
颜色，化身精致的花盆。”环境好了，村里
顺势建起竹林景区，四年来共计接待游
客 83.8 万人次。

这背后，反映的是村民理念之变，就

像王利峰感叹的：“以前听人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当时我还不明白是什么
意思。这些年来我亲眼见证了村里环境
的变化，深刻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如
今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
不易的美好。”2022 年，王利峰参与了新
丰镇“四位一体”保洁工作。

美丽的环境离不开久久为功。在完
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南湖区通过常态
化检查、协同式推进、长效化管理，聚焦
全域覆盖，扮靓和美乡村新颜值。如制
定《南湖区农村人居环境全域美丽工作
激励奖补方案》，实行部门协同、区镇村
三级联动，建立动态巡查、长效保洁等工
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全域
秀美行动；推进农村“三大革命”，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无害化卫生厕所行政村全覆盖，并推
进农房庭院美化。

从一座村庄看环境之变

俗话说，农民靠天吃饭，而对于南湖区
的农民来说，这句话已经是过去时了。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大桥镇由桥村的朱华林家庭收入
主要靠种地、打工和养猪。2016 年起，他
尝试稻虾轮作，即在稻田中半年养龙虾、半
年种水稻。

朱华林算过账：一亩地小龙虾平均可
以 卖 出 5000 余 元 ，一 亩 水 稻 可 以 卖 出
1000元左右。朱华林还联合另外几家人，
共同承包了由桥村 1000 余亩地。如今他
的年收入达到了30余万元。

不仅仅是朱华林，目前，由桥村养殖小
龙虾的农户近 200 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
1.8 万元，小龙虾的养殖面积达到 957 亩，
并通过线上、线下全面铺开销售渠道，全村
全年累计销售小龙虾达27万斤。

小龙虾越养越好，由桥村还开始在农
旅融合上发力，打造以小龙虾为核心的龙
虾湾景区、由桥龙虾文化活动、小龙宫特色
主题餐厅、木屋研学等，让农文旅消费慢慢
火起来。

由桥村的故事，正是南湖区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促进农户增收的缩影。南湖区
水稻种植面积达13万亩，稻米产业已实现
从种子到大米全链条完善、从播种到销售
全服务延伸、从粮补到保险全政策保障的
全局提升；南湖区的水蜜桃种植面积8000

多亩，年产值超 1 亿元，并摘得了 3 个“国
字号”招牌⋯⋯

南湖区还充分挖掘乡村的生态、景观、
文化、康养、休闲、体育等多元价值，打造主
客共享的农文旅新业态，拓宽农户增收路
径，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据统计，2023 年，南湖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48617 元，是 2004 年的 6.9
倍，年均增长 10.7%，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3:1 缩小到 1.42:1，成为全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最均衡地区之一。

从一页账本看收入之变

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提升，村民钱袋子越来越鼓，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作为嘉兴市主城区，多年来，南湖区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描绘了

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2004年，南湖区出台《南湖区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成为全市制度创新、双向互动的示范区，统筹发展、城乡一体的先行区。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些年来，围绕富庶、均衡、和谐等关键词，南湖区走出了一条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生产生

活生态相互融合、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共享，具有南湖特色的和美乡村建设发展之路。

获评交通运输部2021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的南湖区七沈公路

环境好了，口袋鼓了，南湖区农民的生
活也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我羡慕城里的老伙伴生活有滋
有味，现在变成他们羡慕我了。”七星街道
湘城社区67岁的周斌华表示。

周斌华原来是邱家村的村民。十几年
前，七星街道率先推行统筹城乡建设，周斌
华全家搬进了嘉城绿都小区。小区集聚着
2 万余名居民，至今仍是嘉兴最大的安置
小区。

周斌华在小区里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
60 岁的嘉美乐队，每周，乐队都会到湘城
邻里中心表演戏曲，进行戏曲教学，为社区
老人讲解戏曲基本知识。

不少人还会前往邻里中心二楼的老年
幸福食堂就餐。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
以享受一荤一素 4 元、一荤两素 6 元、两荤
一素10元的优惠补贴价格。

邻里中心还会举办各种品牌活动，如
“健康来一杯”“幸福来一碗”“季季湘约生
日会”等。除了参加活动，周斌华还常带着
10 岁的小孙子到邻里中心一楼图书馆的
亲子阅读区看书。

嘉城绿都小区是南湖区城乡公共服务
优质均衡的一个缩影。南湖区以民生需

求为导向，统筹推进交通、教育、医疗、
住房、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全面补

齐民生领域短板，让城乡居民共享
便利、同享幸福。

截至目前，南湖区农村公路里
程 589 公里，47 个建制村全部建成

通双车道公路；基本建成城区 15 分
钟、农村20分钟“卫生服务圈”；推进义

务教育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学，所有
镇省级公办幼儿园实现全覆盖；打造“15
分钟”城乡养老服务圈，镇、村两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从一支乐队看服务之变

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

婚车上贴着“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字
样的贴纸；接亲环节开展“浙风十礼”知识
问答小游戏，喜宴上印有“六分钟文明新婚
尚”玩偶 IP 形象的互动抽奖券⋯⋯近日，
在余新镇普光村的文化礼堂内，一支专业
的婚庆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布置着一场即将
到来的婚礼。

2020 年 6 月起，普光村打造“六分钟
文明新婚尚”新婚俗品牌,用六分钟的时
间，赠送家风家训卷轴、宣读《文明新婚尚
倡议书》、捐赠爱心款等方式，已成功吸引
了52对新人参与。

这两年，普光村又先后将“浙风十礼”、
文明婚俗贯穿到婚礼全过程，并将“六分钟

文明新婚尚”婚俗礼仪与年轻人推崇的草
坪婚礼相结合，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浪漫
而独特的婚礼体验，更是在乡村中掀起了
一股文明婚俗的新风潮，进一步推进移风
易俗。

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乡风文明
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
礼堂成为重要载体和抓手。南湖区在率
先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的基础上，坚
持“建管用育融”一体推进，深入实施文化
礼堂提升工程，不断丰富乡村精神家园建
设。

南湖区积极推行文化礼堂（家园）社会
化市场化运营机制，例如新丰镇丰南社区
因地制宜探索文化礼堂社会化运行方式，
引入“礼堂合伙人”，与辖区内的社会组织、
艺术培训机构、教师志愿者等形成合力，在
社区的文化礼堂内开“夜校”、办课程，满足
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塑 形 铸 魂 ，引 领 乡 村 文 明 新 风 尚 。
2024年以来，南湖区进一步擦亮“村字号”
品牌，举办了“我们的村晚、村礼、村歌、村
运会”等品牌活动。2024 年，南湖区累计
开展宣讲活动 600 余次，乡村文体活动共
410余场，参与人员达27万余人次。

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不仅促进
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

从一场婚礼看乡风之变

南湖区余新镇“六分钟文明新婚尚”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全覆盖，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

品村17个、市级特色精品村12个。

●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95%，实现“四好农村路”示

范镇全覆盖。

◎国家A级旅游景区13家，省级A级景区村庄41个。

●实现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镇全覆盖，建成城乡一体

“10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06个。

◎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4个，省级善治示范村35个。

数说南湖

南湖区大桥镇胥山村

南湖区是嘉兴市主城区，总面积439平方公里，辖7 个街

道、4个镇，截至2023年末常住人口87.2万人。

荣誉

国家园林示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

省级文明县（市、区）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省级无违建创先争优示范区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省级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区

全省首批“无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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