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 南 村 农旅融合打造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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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说丰年，康居乡村环境美。丝竹
悦耳狮龙舞，翰墨飘香文化兴。党旗飘扬为民
生，提档升级展新颜。融心聚力共行动，携手
奋斗何桥兴。

举办稻香文化艺术节，人们载歌载舞喜
庆丰收，父母带着小孩在田间体验农活的艰
辛；每年在小龙虾成熟季节举办垂钓节，给予
现代都市人回归自然、走进乡村、品味农家生
活的机会，也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一段美好
回忆……何桥村拥有丰富的稻田虾、稻田蟹
等特色农旅产品，200亩的林果基地种有翠
冠梨、黄桃、水蜜桃等，围绕浏河镇高质量建
设“全域旅游的滨江田园城镇”目标，何桥村
全力做好农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不断丰富浏
河农旅内容，为市民带去更多、更丰富的农旅
体验。

秋收时节，稻香阵阵。走进何桥村的何家
湾，白墙黑瓦，屋舍俨然，干净的水泥村道延伸
到各个角落，路边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清澈透
亮。近处，房前屋后种着翠绿的瓜果蔬菜；远
处，成片稻田已被金色点缀，呈现出乡村田园
之美。屋前是稻田，屋后有菜园，村民说，现在
整治好了，很干净、很开心，生活一点都不比城
里差。

何桥村集中力量开展农房拆违工作，彻底
整治私搭乱建现象；深入开展“河长制”工作，

全面提升村居环境。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家庭
诚信积分书记项目，落实垃圾分类长效管理，
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近年来，同程旅游推出“百城万乡 程意
中国”品牌计划，而何桥村正是同程旅游“互
联网+乡村旅游”的产业示范基地。作为特
色乡村，今后何桥村将进一步致力于中国
乡村旅游品牌的发展建设，全面促进农旅产
业发展。

何 桥 村 乡村游产业基地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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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 昨日是秋分，又逢第四个农民
丰收节。城厢镇新农村300亩早香粳水稻也在当天开镰
收割，市民在国庆节就能吃到本地新大米了。

新农村位于城厢镇南部，是城厢镇水稻种植面积
最大的村之一。记者在新农村看到，稻田里像铺上了
金色的地毯，秋风吹过，卷起重重稻浪。田野中，8台
联合收割机正在加紧收割早稻，机器轰鸣，仿佛在唱响
丰收曲。

新农村党委副书记盛维嘉告诉记者，新农村的早稻
主要种植在沪苏通铁路沿线，9月23日开镰收割，一方面
是喜迎丰收节，另一方面也能将新大米抢在国庆期间上
市。早稻收割后，这一片地将种上油菜花，等到明年春天
油菜花开时，这里又会成为铁路沿线的美丽风景。

和我市很多村一样，新农村已经实现水稻种植全程
机械化，收割机收下的稻谷将直接运往村合作农场的烘
干中心，进仓烘干。烘干中心负责人朱卫清介绍，当天收
割的这批早稻在9月25日、26日就可以烘干，随后将抓
紧加工成大米，抢在国庆期间上市。

“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
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
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
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这
是余秋雨的作品《霜冷长河》中的句子，描写
的场景就是浏南村的自然村落——七十二家
村。

昨天，以“江风海韵 乡伴浏河”为主题的
浏河镇七十二家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在浏南村
正式启动。该项目是浏河镇当好融入上海“桥
头堡”和高质量建设“全域旅游的滨江田园城
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七十二家村田园综合体是浏河镇
构建“一核三片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中的“一
片区”。项目位于浏南村，总投资约3亿元，总
规划面积4365亩，目标打造集亲子研学、文化

旅游、田园度假、乡野生活功能于一体的新乡
村聚落。

浏南村位于浏河镇西南侧，东临长江入
海口，南接上海市宝山区陈行镇，西邻上海市
嘉定区华亭镇，北依新浏河，区位优势得天独
厚。“当前，以住宿为导向的乡村旅游正逐步
兴起。我们也将抓住浏河镇打造七十二家村
田园综合体这一机遇，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旅
游资源，将农业农村发展与旅游产业的建立
与推广相结合，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
展之路，推进集体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实现乡村振兴。”浏南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近年来，浏南村深刻领会乡村振兴战
略内涵，立足全村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创新
举措，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使农村更宜
居、农民更幸福。

农民丰收节
新农村300亩早稻开镰

本报讯（记者 张瑜） 近日，在璜泾镇永乐村集中居
住小区的河道内，保洁人员驾驶着全新的自动保洁船，清
理河道内漂浮的落叶和垃圾，过程高效快捷。

该保洁船是由璜泾当地一位村民自己研发的，可降
低保洁人员的劳动强度。江南水乡河道纵横，近年来河
道保洁成为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
一，工作量巨大。曾经从事军用空投箱等滚塑产品生产
的陆善明，利用自身积累的经验，打造出经久耐用又高效
省力的河道保洁船，希望能够守护家乡的洁净环境。“船
身使用的材料与工艺，与军用空投箱是一样的。”陆善明
介绍，这种材料轻便耐用，普通塑料船可能使用两三年便
出现老化现象了，但这种保洁船可使用10年以上。在结
实耐用的基础上，陆善明在保洁船船头安装了类似履带
的垃圾收集装置，水面的漂浮垃圾可以很容易地“粘”在
滚动的“履带”表面，并能自动翻转倒入船上的收集箱内，
比人工打捞效率高了4倍以上。

据了解，这艘河道保洁船的垃圾收集装置还安装了
刀片，可以割河道内的水草，也能快速清理夏日疯长的水
花生等水生植物，让河道保洁员的工作更轻松。陆善明
表示，希望自己的保洁船能够广泛投用到家乡的河道治
理中，减轻河道保洁员的工作负担，更有效推进家乡水环
境保护工作。

村民陆善明
研发高效耐用保洁船

本报讯（记者 王硕） 日前，在双凤镇庆丰村一块空
场地上，村民们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一起学习《共产党简
史》等。大家围坐在紫藤绿叶木凳上畅所欲言，谈学习心
得、聊村级发展、讲生态保护，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

农家院变课堂，田边地变“讲习所”。今年以来，双
凤镇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打碎”理论学习固有模式，用
农家院重塑“红色血脉”根脚，用农家话讲述幸福小康
生活，用小选题讲透家国大道理，用小切口将党的思想
政策送到群众心中，打造独具特色的农家“丰收讲
堂”。通过走出会议室，走进百姓家，来到农民身旁，农
村党员群众对学习新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之前
一直以为学习就是在村会议室里开开会、听讲座、过过
脑就好了，今天这种形式的党史学习让我有了更加深
刻的领悟。”村民顾福明说。

下阶段，双凤镇将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
为民办实事中，在“农”字当头的基础上，把握一个“讲”
字、瞄准一个“学”字、突出一个“实”字，切实将农家“丰
收讲堂”打造成农民身边的思想加油站。

重塑“红色根脚”
农家院成“丰收讲堂”

农文旅融合
打造美丽滨江田园城镇

>>>

浏河镇，地处江海河交汇之地，素有

“江尾海头第一镇”之称，也是省级旅游度

假区——长江口旅游度假区所在地。

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建设“全域旅游的

滨江田园城镇”这一目标定位，浏河镇以

农文旅融合为突破口，不断丰富旅游业

态，不少村也初步形成了以自然田园和沿

江风光为引领的生态体验游。“十三五”期

间，长江口旅游度假区在省级旅游度假区

年度考核排名中累计提升14位，接待游客

总人数突破330万人次，服务业增加值年

均递增4.12%。

熊家宅是新塘村的一个自然村落，也是苏
州市三星级康居乡村，“农业旅游”是该村落的
主题特色。如今，走进熊家宅，门楼、凉亭、亲
水平台、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每逢节
假日，这里随处可见休闲度假的人群，观田园
风光、闻沁心果香、品鲜活蔬果、住特色民宿、
享农家文化……

熊家宅农田以稻麦种植为主，村落里还建
有林果基地、“稻虾共生”生态特种养殖基地。
新塘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新塘村
引导熊家宅的村民积极践行“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成立了富民合作社，由村民组长
担任社长，社员将土地或房产入股，共同发展
这一旅游优势突出的自然村落。不仅如此，新
塘村还寻找投资主体对熊家宅进行整体包装，
发展农旅项目，让村民在享受优美环境的同时
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熊家宅是新塘村“一村一规划、一村一韵”
建设理念的缩影。新塘村拥有江苏省三星级
康居乡村河南新村，苏州市三星级康居乡村新

南村落、熊家宅、石墙坟。在推进康居乡村建
设整村全覆盖过程中，该村结合4个康居乡村
点的现有资源、民俗文化和产业特色，因地制
宜分别塑造了党的建设、农业旅游、精神文明
和历史文化四个主题特色品牌，把品牌“软实
力”融入到康居乡村建设中。新塘村还通过做
好交通配套、建设公共设施、合理规划功能、做
精节点空间，将四个康居乡村点贯穿连通，统
一进行整体提档，保证了自然风貌的连贯性、
统一性和完整性。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韵”进一步提升了新
塘村的“软实力”。新塘村河南新村入选江苏
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第三批试点村庄名单，目
前该村庄正以“文墨新塘，塑美田园”为主题，
通过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生活、生态、
生产和谐共荣的人文村落，通过发展特色文旅
产业，传承和挖掘农耕文化、书香文化，营造良
好乡风，探索村民助力特色康居乡村建设新途
径，以特色康居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新
突破。

新 塘 村 打造苏州特色康居乡村

□本报记者 阚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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