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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摘下一个羞红了脸的水蜜桃，轻轻
揉捏，撕开一个小口，插入吸管，轻轻吮
吸，桃汁奔向味蕾，清甜沁人心脾。

这就是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的水
蜜桃。当地深挖特色农产品潜力，提升
水蜜桃产业附加值，建设美丽乡村，发
展 生 态 旅 游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桃 花
源”。

延长产业链——

水蜜桃有了“七十二变”

熟练的桃农用手掌托住桃子，五指
轻柔围住桃身，慢慢一拧，摘下桃子，放
进筐里。6 月底到 8 月中旬是阳山水蜜
桃成熟的季节，这样的动作，一天要重
复 1000 遍。

在桃农吴晓波的家庭农场里，33
亩桃园年产 25万个桃子。

过去，这个数字意味着销路的巨大
压力。桃子熟了，就必须摘下来，为了
保证新鲜，采摘后 24小时就要卖出去。

除了在农贸市场上出售，颇具经商
头脑的阳山人想了不少办法，甚至在政
府官网的留言板上留下水蜜桃土特产
销售信息，期待有人看到，联系购买。

桃农们清楚，阳山水蜜桃金贵，在
市场上并不具备价格优势，因此，找准
定位就至关重要。于是，他们深挖江浙
地区消费潜力，瞄准高端市场，一盒 8
个桃子，售价达到 100多元。

清晰的客户群体，让阳山水蜜桃从
“土特产”变成了“白富美”。

“在我们的家庭农场里，每年约有
60%水蜜桃是走亲访友、礼品采购售出
的。”吴晓波说，“现在桃子还在树上的

时候就已经预定出去了。”
在整个阳山镇，2.1 万亩桃林，承载

着桃农的生计。但桃子带来的收入集
中在夏季，其他季节如何让桃农也有收
入，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道必答题。

延长产业链，是阳山给出的答案。
春日里，带游人漫步桃花林，将桃

花与养生理念碰撞，开发桃花茶、桃花
糕等系列产品；夏天，原本无人问津的
小桃、熟桃，由专人收购，制作成果脯、
蜜桃酒，又是另一番风味。此外，还可
以将桃木细细打磨，制成象征着平安与
吉祥的工艺品……水蜜桃产业链的延
长，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生态致富路——

诗意江南迎来发展新业态

小桥流水，石板巷陌，阳山深藏着
东方的精致；画船听雨，荷塘月色，阳山
包含着古典的诗意。

可过去，“村里房前屋后东西乱堆、
垃圾乱扔。”桃源村前寺舍村民周永贤
说，“现在到处焕然一新，垃圾进桶，生
活污水也接到了村里的管网，由镇里的
污水处理站处理。”

透着江南韵味的美丽乡村，为旅游
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特点，才能有卖点。2016 年，通
过政府的招商项目，陈翠来到阳山镇，
开了一家鸣珂里文化民宿。

这家面积 1200 平方米的民宿，只
有 10 间客房，却开辟出近一半的空间
作为活动场所。

“民宿不能只卖客房，还要有内容、
有产品。”在民宿的活动空间里，可以看

到红帮裁缝、惠山泥人、雕版印刷等十
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匠人手工
课堂、作品展览和产品推广，也都在这
里进行。实际上，民宿的大部分收入来
源于这些文化产品，客房收入只占三到
四成。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传承。”
陈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束之高
阁，它需要获得当下社会生活的认可，
我们和匠人深度合作，也是希望用老工
艺研发新产品，给传统文化注入新活
力。”

在阳山，有个性的民宿远不止这一
家。美丽的乡村滋养着民宿行业，而蓬
勃发展的新业态也在回馈着当地的环
境。

“环境资源禀赋是我们发展的根
基，大家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周
永贤说，“现在村民不仅希望村庄干净
整洁，还希望为游客提供优美的景致，
不仅自觉配合环保工作，更主动提醒游
客珍惜山水草木。”

盘活“空心村”——

土地流转壮大村级经济

阳山生态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还得
益于对土地资源的“激活”。

随着大批农民到城市定居，农村出
现大量空置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
据显示，2018 年，样本村庄的宅基地空
置率最高达到 71.5%。

而阳山镇的一些村庄，“空心”现象
更严重。曾经有村民说，成片破烂的房
子，像战场废墟一样。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到，适

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鼓励
利用收储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发展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

阳山镇桃源村党支部书记张谷介
绍，2018 年，村里开始积极探索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
鼓励村民流转闲置房屋，吸引民间资本
创办民宿、农家乐，建立文创、农创工作
室。

然而现实情况是，民宿租期长，还
要改造老房子，投资方怕投资进入后村
民反悔，村民怕投资方撤资，双方缺乏
信任。

于是，村委会建起了流转平台。村
民把房子流转给村委会，村委会进行资
源整合，再流转给投资者。如果投资者
退租，村委会可以帮村民再找租户；如
果村民反悔，村委会也可以从中调解。

如今的桃源村不再无人问津，转而
成为投资者眼里的“香饽饽”。目前，桃
源村共流转宅基地 2000 平方米，翻建
老旧危房近 4000 平方米。

“沉睡的资源”被唤醒，但桃源村采
取的，是一种克制的态度。

请来专业团队进行设计，全村一盘
棋，每个项目都要反复评估，每家民宿
都要风格鲜明。隐居、书画、养生、运
动……多样的主题百花齐放，既形成互
补，增强了吸引力，又避免了不必要的
内部竞争。

全域旅游初见规模，村民每年平均
增收 3 万元左右，村集体收入也增加
了。

在阳山镇，桃源村只是一个缩影。
全镇通盘规划、精心布局，各村集体在

“一村一主题，一村一景致”中壮大村级
经济，村民在“家家有产业、人人有事
业”中获得持续收益。

人们可以找到千万种理由 爱 上
一 片 海 。 在 浙 江 省 舟 山 市 普 陀 区
的一座海岛上，都市人可以找到诗
与远方的寄托，来这里做民宿的赵
利 军 更 是实现了作为一名设计师的
理想。

以设计力量振兴乡村
打造社群文化载体

闯入白沙岛，是一次偶然。“我和
朋友原本是准备上普陀山，因为担心
那里游客太多过于拥挤，就索性换了
目的地去往白沙岛。”赵利军回忆起
上岛的缘由，这样说道。

白沙岛是座小而精致的海岛，它
离普陀本岛很近，只需半小时船程。
岛上保留着小渔村的风 貌 ，在 赵 利
军上岛之前，岛上的渔民就已经开
始 利 用 自 家 房 屋 开 办 渔 家 乐 。“这
里海水很蓝，渔民家门前搭一个简易
的棚子当餐厅，吃的都是从海里刚钓
来的鱼。”

洁净的海水，质朴的村落，还有
满天的星星和海上日出，“这里太适
合营造诗 意 栖 居 的 天 地 了 。”赵 利
军决定留下来，“很快，我们就和企
业家一起，共创海岛，开启我们的事
业。”

“我们一共租下了 65 幢绵延成
片的老民居，其中一期项目开工建设
11 幢，剩余老屋也在去年陆续动工。”
租 下 村 里 闲 置 的 民 房 后 ，2018 年 8
月，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设计师登上
白沙岛，怀揣着“以设计力量振兴乡
村”的美好愿 景 ，拉 开 了“ 陌 领·佑
舍”众创小镇宿群的建设大幕。

很快，年久失修的 民 房 换 了 另
一 幅 面 貌 ：白 色 的 墙 面 清 新 自 然 ，
大 面积的落 地 窗 与 山 海 景 色 遥 相
呼应。“我们的初衷，是想留下作品，
也改善原住民的居住条件。”赵利军
介绍，这 65 幢房屋的租期为 16 年，在
特定的节日，房间会 免 费 向 原 住民
开放。

“这里不止是民宿，更是舟山当
地的乡创中心、文化传播中心和产业
帮扶中心。”赵利军介绍，佑舍一期的
顺利运营成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到
白沙岛，让更多企业家愿意投身到乡
创文旅事业中来，将白沙岛打造成一
个社群文化载体。

盘活闲置资产
丰富旅游业态

如今，“陌领·佑舍”已开放的房
间有十几栋，为整座海岛增添了几许
精致。“渔民闲置的房子能够盘活，城
里 人 也 多 了 个 可 以 休 闲 静 心 的 地
方。”赵利军觉得，这是件皆大欢喜的
好事。

岛上的渔民多了一份房租收入，
有的还多了一份工作。叶和芬从去
年开始就在民宿里负责后勤工作。

“不用离开家，我现在每个月还能拿
到 4000 元的工资。”

白沙岛管委会副 主 任 曹 奇 波 介
绍 ，自 从 引 进 一 批 高 端 民 宿 入 驻 ，
既 增 加 了 百 姓 收 入 和 村 级 集 体 收
入，还盘活了闲置资产，丰富了白沙
岛的旅游业态。白沙岛的旅游开发
变得更有活力，也更有方向。

高端民宿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
用。海岛上的渔家乐依然在，但有不
少人开始将自家的渔家乐升级改造
成现代化的民宿。

白沙岛上的居民胡军杰，就将自
家的“蓝海爱居”进行了装修升级。
如今，庭 院 正 中 多 了 一 汪 池 水 ，微
风 吹 过 ，锦 鲤 缓 缓 游 动 。“看到‘陌
领·佑舍’设计得那么好，我就自己动
手改造了，游 客 很 满 意 。”现 在 ，岛
上 的 民 宿 基 本 都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提升，白沙岛的名气也传播得越来
越广。

目前，“陌领·佑舍”众创小镇定
位为高端民宿综合体，与岛上的传统
渔农家乐形成差异化发展，也能吸引
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来白沙体验
海岛风情。曹奇波介绍，“民宿吸引
了更多游客，还带动了岛上海产品的
销售。”

海 岛 的 复 苏 离 不 开 人 群 的 流
动 ，如 果 有 更 多 人 愿 意 来 到这里工
作，那海岛的建设也将越来越好。眼
下，为了发展民宿经济，海岛的环境
整治成效明显，基础设施建设也逐
渐 完 善 。“ 白 沙 岛 是 离 普 陀 本 岛 最
近 的 海 岛 ，希 望 在 将 来 ，这 里能变
得更有 活 力 和 希 望 ，吸 引 更 多 人 来
此创业、实现理想。”曹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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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所面临
的共同挑战，其中 95%以上的病例发
生在城市地区。城市作为抗击疫情的
前沿阵地发挥了积极作用。”联合国副
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莫哈
德·谢里夫在日前举行的健康城市国
际合作论坛上，充分肯定了城市在抗
击疫情、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来自世界各国的 500 余名专家学
者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与此次主题为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健康城市发展”
的论坛。论坛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
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承办。

与会专家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城
市应加强综合规划，以提高城市的社
交属性，改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科学
规划、设计居住社区，更有效地抵御未
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挑战。

疫情考验城市规划和管理

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可以促
进城市更包容、更具可持续以及健康
的发展。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吕昭平寄希望于通过此次论坛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和反思
现有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存
在的问题，提出应对建议和措施，促进
全球城市治理提升与革新。

吕昭平指出，健康城市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必将成为后疫情时代
的重要课题，对推进世界各国更好地
开展合理预防、系统防疫、立体施策具
有重要意义。

“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与公共卫
生紧密相关，城市规划在关注社会经
济的同时，还应注重人的安全、健康与
环境生态科学，这是城市规划的根本
出发点。”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志强教授分享了关于如何更好实现城
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报告。

“ 全 国 新 冠 疫 情 分 布 呈 圈 层 特
征。”吴志强表示，合理利用城市空间
阻断传染，扩散速度会减慢，疫情也会
随之缓解。“时间对疫情而言非常宝
贵，要学会用新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城
市空间，提升城市家园的持续能力、免
疫能力、韧性能力，只有这样城市才会
强大，才会具有生命力。”

从实践出发，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和重塑健康城市方面，中国为世界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湖北省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黄亚
平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汉的
城市规划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保障作
用。武汉市规划部门依托较好的工作
基础和信息化手段，在救治隔离、疫情
分析、社区治理、区域联合保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超前启动谋划
了疫后重振规划。

黄亚平在报告中指出，为及时调
配医疗资源，在充分尊重病患隐私的
前提下，武汉市规划部门从市区街道
等不同层面对确诊和疑似患者的居住
地进行了空间匹配，制作了全市的疫
情地图，为精准防控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经验助力城市更健康

在圆桌论坛环节，来自日本、意大
利等多位国际权威规划大师进行了案
例分享，为健康城市的未来发展献计
献策。

疫情之下，城市中的人群应避免
三类空间，通风不良的空间、拥挤的空
间以及需要密切接触的空间。日本东
京大学荣誉教授大西隆介绍，“这是日
本政府遏制疫情传播一项非常有效的
措施。此外，政府倡导远程办公及学
习，不仅缓解了公共交通压力，也有助
于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当前，俄罗斯城市中的人们开始
远离市中心，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
远离城市，更要注重城市的整体发展，
以及城市生态的和谐平衡关系。”莫
斯科国立建筑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费多尔·库德里亚夫采夫强调要重视
平衡人与自然环境，尤其是和本地的
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人性化设计的社区，其作用不容
忽视。来自意大利规划学会国际事务
协调人彼得罗·加罗介绍，在疫情肆虐
的紧急情况下，社区城市释放出了意
想不到的活力。他表示，建设社区城
市，应坚持适当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规
模、人本尺度社区的公共空间和街道、
建设绿树成荫的街道等原则。

开罗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教授哈
立德·艾尔·阿德利则阐明观点，指出
开展城市抗灾管理时，要将其视为一
个包含社会、环境和经济等要素的综
合过程。“在后疫情时代，城市战略应
采取综合规划，以提高城市的社交属
性、改善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吸引社区
参与，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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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更健康？
◆本报记者文雯

在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东庄村的一处百合园里，花农们正忙着采摘百合
花。近年来，荣成市积极发展花卉种植产业，打造集种植、加工、休闲旅游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人民图片网供图

新鲜速递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塔里木河湿地野生候鸟云集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汪志鹏
尉犁报道 水草随风摇曳，黑鹳、白鹭
等野生鸟类悠闲觅食，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塔里木河湿地尉犁段，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不断推进，当地湿地生态修复成
效日益凸显，成为野生鸟类栖息繁衍
的乐园。

日前，为迎接第 21 次塔里木河生
态输水，尉犁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
人员正加班加点挖引洪渠，为引流灌

溉 做 准 备 ，确 保 每 一 棵 胡 杨 树 都 能
“喝”上生态水。

尉犁县林业和草原局罗湖罗克胡
杨林管护站站长依力哈木·包尔汗介绍，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施20
年来，下游曾断流的 360公里河道得以
贯通，脆弱的生态得到修复，植物物种从
17种增加到 46 种，也吸引着黑鹳、白
鹭、天鹅等大批野生候鸟来此栖息。

据悉，尉犁县今年计划生态输水
面积达 150 万亩，目前已完成灌溉面
积 52万亩。

摘下水蜜桃摘下水蜜桃，，走入桃花源走入桃花源
江苏无锡阳山镇深挖特色农产品潜力江苏无锡阳山镇深挖特色农产品潜力，，发展生态旅游提高乡村附加值发展生态旅游提高乡村附加值

◆本报见习记者李玲玉

图为阳山镇秀美风景图为阳山镇秀美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