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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传
统村落，正一步步前行。俞梦甜计划扩
大店面，并加入亲子活动、手作体验等
项目，她直言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这恰是当前最让她头疼的事。“我总
担心他们待不住”，俞梦甜说。

缺少年轻人，是很多古村古镇面临
的最大难题之一。在无锡文史专家陆
阳看来，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传统村落的常住人口多为老人和小孩，
中青年外迁已成为普遍现象，传统村落
的“空心化”日趋严重。陆阳分析，当前
传统村落之所以难以吸引年轻人，是因
为缺少吸引年轻人留下来的机会。今
后，一方面要全力保留传统村落文化的
精髓，逐步培养和提升年轻人的文化自
信；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村落“乡愁基
因”的基础上，积极改善人居环境，满足
村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
要准确判定村落发展定位，宜居则居、
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合理利
用传统文化资源，多元化引导产业与乡
村文化有效融合，不断延长产业链条，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年轻人看
到村落光明的发展前景。

“每个村要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打
出品牌。”无锡地方志专家郁有满指出，
正如黄土塘村，西瓜、香瓜十分有名，若
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把瓜的产业拓
展规模，再加上名人故居等一起开发，
让客人能有吃、有玩、有住，想必会有不
俗的发展。大坊桥村同样可以让年轻
人有所作为，将当地可游览的各个景点
贯穿起来，并配以商贸市场，提供新的
就业机会。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1个村落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市住建局村镇处
负责人表示，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体现着一种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要将传
统村落中各类历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时代发展和文化复兴相结合，
在强化建筑保护、保留乡村肌理同时注
入时代特色，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
展。相关部门要为每个村落找到差异
化发展路径，让传统村落不仅更好地

“活下去”，还能更好地“活起来”。
（晚报记者 予之 念楼）

打造打造““城里厢人城里厢人””的的““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如何激活如何激活““盎然生机盎然生机””？？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部门公布了第六批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
落名单，无锡有9个村落名
列其中，其中市区有 3 个
——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
村、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
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桥村。

该如何保护和发展传
统村落，让它们成为“城里
厢人”的“诗与远方”，记者
连日来进行了走访。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老街悠
悠，城郊一个个村落承载着岁月的
记忆。阳山镇阳山村历史悠久，境
内的安阳山是1.4亿年前生成的火
山岩堆积山，先民在6000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就聚居于此。村里拥
有百年书院、千年古刹，旧址犹
存。其中，始建于清同治三年的安
阳书院一直为办学之地，英才辈
出。走在村里，随处可见历史典故
的墙绘和刻于桃木、悬在门前的家
风家训。

来到鸿山街道大坊桥村，老建
筑悄然讲述着往日辉煌。借着水
路交错的地理环境，从清末到民国，
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坊桥老街

作坊林立，码头、米行、木材行、书
场、茶馆在此聚集，成为当时无锡的
一个重要商业交易中心。后来随
着新运河的开凿，水运路线远离大
坊桥，古村落渐渐安静下来。这个
村庄历史底蕴深厚，相传西施在吴
灭亡之年沉水而死。范蠡追寻西
施下落，在蠡河和漕湖接口的地方，
经当地村民指引来到芦苇墩中，只
见水旁遗落绣花鞋一只，知是西施
沉水而去，便长长叹了三声，后人就
把此水域称之为“三叹荡”。村里的
老者说起“寒儒桥”“东风桥”等掌故
轶事，亦是兴致盎然。近几年的村
庄建设和环境整治中，大坊桥村对
有景观价值和文化底蕴的旧宅民

居尽可能予以了保留。
再过不久，人们就可以到东港

镇黄土塘村品尝皮薄味甜的西瓜
了，顺便带上一包刚出炉的烧饼。
黄土塘古村形成于明初，至晚清、
民国时期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是
一个仍保留有晚清以来多种建筑
形态的自然村落。长约500米的
古街浓缩了近千年历史，汇集着从
元代到现代的四座文物保护单位
姚桐斌故居、吴家大厅、黄土塘老
街，以及黄土塘战斗纪念碑。眼
下，老街上有不少施工人员忙碌的
身影，在完成一纵一横街面外立面
改造基础上，这里正加快推进改造
修缮。

小路蜿蜒，河水清澈，经过“美
丽河湖”治理后，村民枕河而居的
慢生活令人羡慕。视频号上有人
贴出过无人机拍摄的黄土塘村视
频，弯曲的走廊将天然河塘、绿地、
亭台等串成一幅新式水乡画卷，

“亭台楼榭依水筑，今日故园添倩
妆”，网友如此点评。黄土塘村党
委副书记严明介绍，全域范围内
21个自然村全部进行了高标准的
村庄整治，包括外立面出新、村道
沥青摊铺、自来水管和污水管网重
新铺设等，村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接下来将逐步新建美丽农居，
并且统筹布局文体活动场地、小游
园、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等生活
服务和文化体育类基本配置设施。

村落远离市中心和街镇，人居
环境老旧、基础配套设施不足曾使
得一些村民“耐不住”而搬走。经
过村庄建设，不少村民不用再艳羡
街镇上的生活。到大坊桥村村委
工作5年的华小君，亲眼见证了村
容村貌的变化。“金家里、姚更上、
寒儒桥完成了美丽乡村打造，其他
几个自然村也整体提升了环境。”

曾经陈旧杂乱的自然村落，如今变
成水清岸绿、干净整洁、富有江南
特色的高颜值村落。“以前村民会
在自家宅前屋后养鸡养鸭、堆放杂
物，还有人私自开垦菜地，现在环
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
过得更舒心。”华小君说，白天有人
到广场上打拳、跳舞、聊天，傍晚吃
过晚饭，许多村民喜欢出来散步，
村貌提升后有了活动场地，锡剧等
演出陆续走进村里，进一步丰富了
文化生活。这个春季一些游客慕
名而来，到村里看梨花。

走在阳山村小道上，到处可以
听到丁零当啷的声响，村庄环境提
升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力打造的葫芦谷街区初
见雏形。街区里，有一家元老级店
铺“如意村”，这家由阳山本地青年
自主创业的糕团店短短几年就积聚
了不少的人气。“以前家家户户都会
做糕团、点心，现在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传统手艺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
线”，店主俞梦甜把自己的铺子打造
得古色古香的，“希望客人一走进来
就能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技艺，它在
今天依然是很受欢迎的。”

葫芦谷街区里，桃文化创客基
地初具规模，将桃核、桃木等桃元
素结合非遗手作，正在为当地的残

疾人带来出路。阳山村村书记姚
建介绍，建设桃文化创客基地，就
是要把富裕覆盖面扩大，让困难群
体也能享受到“桃经济”带来的效
益。展厅里有工人在现场制作，掐
丝珐琅、雕刻、编织等传统手工艺
制成的手工艺品形式多样，手串、
摆件、牌匾等皆有不错的销量。姚
建表示，基地的孵化已经渐渐有了
成果，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三年
的收入总和。从初期农家乐到特
色网红民宿，从农村乡土气息游到
特色优雅品质游，当地业态越来越
丰富多元。

大坊桥村的葡萄、黄土塘村的
西瓜、阳山村的桃子……传统村落
都有拿得出手的特产，近年来纷纷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打出“人文+
农旅”牌。黄土塘村更是聘请专业
团队制作了一份到2035年的村庄
规划，从产业布局、道路交通、公共
服务设施、居民点规划等各方面制
定了蓝图。未来，村庄整体形象定
位为醉美田园间、古韵新颜里。在
产业上，将形成乡村文化旅游带，
东部现代农业种植区、南部现代农
业观光区、西部锡东生态休闲区，
农业观光、种植采摘等特色农业园
等“一带、三区、多点”总体布局。

“我们正在打造整合科普、文创、旅
游为一体的黄土塘田园综合体，并
计划形成村域内旅行方案，把特色
亮点连成旅游线路，活用文化底蕴
讲好现代村庄故事”，严明说。

守护内在美 延续村落文脉传承

提升外在美 好气质配上高颜值

赋予新内涵 讲好现代村庄故事

思考

年轻人“留得住”“引得来”
传统村落才有希望和未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