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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逐桃花去，春随杨柳来。
走进惠山区洛社镇“依水而建”的
万马村，粉墙黛瓦、水清岸绿，白
荡旁的芦苇刚刚发芽，根根挺立，
锥子一样指向天空，在春光里别
有一番滋味。行走在村道上，几
百米内也见不到一点垃圾，村民
们在屋前屋后忙碌着，“颜值爆
表”的村容村貌处处展示着水韵
无锡的新江南人家。

60多岁的村民顾三星指着新
农房说：“停建10多年的农房翻
新了，村里道路更宽更平，水电气
配套比之前更方便，还新增了凉
亭、小桥等新景点。村庄就像花
园一样，我们当然要搬回来住
啦。”

万马村的蝶变，得益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18年，乘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万马村
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乡亲们一
起动手，改水改厕，统一清运垃
圾，修整民居和村道。

近年来，我市美丽乡村建设
向更深层次推进，一大批村庄改
变了环境杂乱、设施不到位的状
况，逐步展现出与无锡这个长三
角重要中心城市相匹配的乡村新
貌，增强了发展内生动力。各地
通过带农民出去看、请设计专家
进村宣讲等形式引导农村增强建
房积极性，市农业农村、住建等部
门在村庄规划、公建配套方面协
同推进，使农房建设快马加鞭推
进，农房建设成为乡村美的突破
口。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使
村庄干净、整洁、有序，是乡村美
的基底。在锡山区东港镇占地
7.1平方公里的港南村，村民们都
觉得这个年过得特别舒心。“村道
干净了，村河的水清了、塘美了，
连散步都愿意多走几圈。”村民吴
老伯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
两年，该村的保洁年投入超100
万元，是常年的3倍多。保洁队

伍由原先的8人增加到近30人，
再加上“每天检查”“保洁质量和
工人薪酬挂钩”等机制的完善，如
今村道上看不到废纸、塑料袋等
垃圾，5000多亩耕地上和农民住
房周围不见了乱堆放的杂物。村
集体还对63条河道开展全面清
淤，对人群集聚的河塘进行绿化
整改、修建步道等。

锡山区安镇街道谈村的谈村
浜是该村的中轴线。由于基层治
理存在薄弱环节，河底淤泥堆积，
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河水发臭发
黑，经过河道整治，水质从原来的
劣Ⅴ类变为Ⅱ类，沿河而居的居
民也实现了从“龙须沟”到“水景
房”的跨越。市级农房翻建试点
——羊尖镇严家桥村界州，大力
挖掘界州泉和界州古桥的相关传
说和人文故事，保留原有村落肌
理，与周边水系、道路、农田有机
融合，形成“清泉环居、田园界州”
的景观。

乡村美 产业旺 村民乐

诗意乡村“锡”居地串珠成链
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惠山区阳山镇桃源村

里桃花开，整修一新的山南头环村路边，一排汽车充电
桩已安装完毕，“升级版”民宿掩映在桃花丛中，只待疫
情散去游客来。山南头村只是无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一个缩影。还有像惠山区洛社镇万马村、锡山区东
港镇港南村……越来越多像山南头村这样富有新江南
人家特色的乡村“锡”居地吸引着城市居民。

找问题、聊需求、搞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和前提，但通过产业发展和资源引进，让真
金白银落到村民口袋，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
在，也是关乎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定海神
针”。

在历史上，惠山区桃源村是个贫困村。在
桃源村书记张谷看来，一三产融合无疑是桃源
村的脱贫捷径。2017年，“大美阳山”的牌楼在
山南头东面竖了起来。从此，包括桃源村在内
的阳山镇在农业休闲观光旅游这条路上大步
前行。

阳山核心区“在册”的水蜜桃有8000亩，
其中桃源村就占了一半左右。桃源村山南头，
这个仅156亩的小村庄，无论是定位为军旅主
题的姚文君家，还是私房菜经营得红火的刘建
明家，抑或是张军林家的山南酒肆，从主题定
位到农房设计，均出自山南头村桃陌文创平台
——上海设计师郭武广之手。 2年前，山南头
自然村进行整村规划改造，“虽然初期目标是
解决‘空心村’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植入乡愁文
化概念，使这个阳山核心区入口处成为引人入
胜的金字招牌。”在郭武广看来，山南头需要什
么、村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利用专业知识，做有
针对性、实效性和实用性的规划。

搬回来创业的原住民，有在外面的见识，
更有对家乡的深情。因此，按照他们的需求量
身定做“大方向”不会错。在这座精心打磨的

“文创概念村”中，一批回归原乡的“姚文君”正
在把乡愁地标一一唤醒，成为一处处“幸福样
本”。

乡村振兴启动后，各乡镇街道深挖本土资
源“富矿”，打造文化IP，推动农旅融合。如锡
山区安镇街道通过对全国第一座村级影剧院
——谈村影剧院进行修缮翻建和功能升级，以

“时光影院”概念再现1980年代流金岁月，形
成谈村文化旅游的新亮点。而厚桥“稻谷文化
节”，集经典锡剧表演、割稻体验、稻草人合影、
直播带货为一体，在农业开发和观光体验的深
度融合上进行了成功尝试，取得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这两年来观光旅游的城里人
多了，我们的生意一下就火了！”在厚桥开农家
乐的村民老朱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面广、系统性强，
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为实现全
域清洁治理，无锡在省内首创以市人大议案形
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率
先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实施意见，
率先实施第三方暗访评价，率先全市域、全方
位、全覆盖实施“红黑榜”考核制度，率先建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查信息系统，在全省率先
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查信息系统，设置

“随手拍”功能，打通群众监督“最后一米”……
这些率先举措，拉长了村庄环境整治的“短
腿”。

去年以来，无锡通过系统布局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动，加
大交通沿线等重要节点区域周边村庄的环境
整治和建设规划引导。通过“六个一”创新工
作推进机制，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无锡特色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新路子，无锡农村品牌效
应得以放大，建设了一批富有江南特色、承载
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美丽田园乡村，打
造出了一批有着田园风情美、水岸风物美、建
筑风貌美、空间风韵美，有着高品质内涵的诗
意乡村“锡”居地。 （晚报记者 袁晓岚）

“长治久美”百姓新幸福

“颜值爆表”打造新江南人家

产业兴旺了，才能让原住民
安居乐业，才能使经营者近悦远
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
兴。

锡山区锡北镇周家阁村通过
建设，原先的荒地、小河成为绿意
盎然、小桥流水的小公园，再加上
调整后整齐而美观的农田、一排
排粉墙黛瓦的新农房，展现优雅
别致的新江南人家韵味，村里的
民宿、果蔬采摘园等生意越来越
红火。

每当盛夏时节，太湖湖畔的

鹅湖晨皓家庭农场就会迎来收获
的季节。凭借不断完善的产品质
量控制措施和追溯体系，“马小
虎”牌无锡水蜜桃受到消费者追
捧，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在鹅湖
镇，类似的“小巨人型”家庭农场
星罗棋布，安星葡萄、金水梨、甘
露青鱼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形成
了集群效应和品牌效应。

城郊特色产业发展红红火
火，远郊乡镇也同样搞得有声有
色。羊尖镇作为无锡著名的“米
码头”，精心打造出了“江苏好大

米”“中国优质大米”——严家桥
大米，成为无锡首个航食餐饮土
特产，极大地提高了品牌价值和
经济效益。在做优“主业”的基础
上，羊尖镇还大力发展菜籽油、稻
田蟹、灵芝孢子粉、铁皮石斛、雪
桃、猕猴桃、无花果、花卉、手工小
麦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富民产
业，形成良好发展局面。

无论是锡北镇，还是厚桥镇、
羊尖镇，都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中逐渐构建起各具特色的乡
村新生态。

“近悦远来”构建乡村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