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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小舟，一段美谈，流水所
至，皆是浪漫。40年前，北影出品的
电影《一叶小舟》将上世纪80年代
初锡山区安镇街道谈村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景致展现得淋
漓尽致。40年后，通过现代“美丽农
居”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等行动，谈村将一幅彰显产业特色、
厚植文化底蕴、留住乡愁记忆的当
代“新江南人家”风光美图铺展在世
人面前。

经过前阶段的大力整治，一幅
和煦的田园美景正在江阴市长泾镇
南 村的南北圩自然村上演。“到了
周末，其他村的村民都慕名而来。”

“心情好、身体也好，日子越过越舒
畅了。”看着村里的变化，村民们发
自内心地满意。

融合了乡风底蕴、农耕文化的
特色墙画，地头墙边作为挂饰布景
的农耕器具，富有当地特色的健身
公园和停车广场，无不诉说着锡山
区羊尖镇焦言村村民热爱生活、热
爱家乡的朴素情感。近年来，通过
整治环境、修筑驳岸、出新墙面、增
添绿化等整治建设，焦言村以洁净

美丽、宜居宜业
的新风貌被纳
入界州特色田
园乡村村域范
围，成为网红打
卡地。

现如今，随意
到锡城的乡村走走，
就能领略到“远看是风
景、近看是公园、体验是农
业、回味是乡愁”的新江南鱼米之乡
的美丽意境。那么，这些从诗画中
走出的村庄是如何打造的？

建设美丽乡村，规划是龙头。
我市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统筹优化
镇村布局规划，率先在全省编制“五
园五区六带”发展规划、现代农业专
项规划，再加上镇村布局规划和规
划发展村庄规划，形成“多规合一”
态势。按照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
类、城郊融合类、搬迁撤并类和其他
一般村等不同村庄分类，优化乡村
空间布局，明确规划发展村庄的区
位、规模和发展定位，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五园五区六带”规

划划定了全市
农业农村的重
点发展空间，
要在市域层面
统筹推进农业
主体功能区的规

划建设，打破行政
区划限制，整合集聚

优势资源，有机衔接串
联农业园区和城乡融合先导

区，精心打造“五百里最美乡村风光
带”。这其中包括五个具备国家级
实施水平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五个

“三生”交融的城乡融合先导区、六
条串联浓郁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风
光带。由市、6个市（县）区、49个镇
（涉农街道）三级联动编制的“农地
合一”现代农业专项规划则摸清了
耕地及基本农田、园地等底数，各
镇、村依此明确了农业园区发展方
向、范围，让农业发展有了微观抓
手；与现代农业专项规划协同推进
的村庄规划，将使乡村各类用地规
模和比例更优化、合理。至去年底，
全市规划发展村庄已全面完成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

开栏的话：
这里有上千载历史的鱼米之乡底蕴，这里有百年传

承的工商名城基因。今天，我们锚定“在推进农业现代
化走在前”重大任务，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探索
以园区农业、都市农业、智慧农业为特点的农业强市之
路。太湖潮头扬帆奋进，惠泉山下不辍勤耕。且看无锡
如何以创新奋斗为笔，以乡村大地为纸，将“农业强国”
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无锡乡村振兴的工笔画卷。

随着我市全面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一大批生态宜
居、环境优美、和谐有序、“新江南人家”特色鲜明的村庄脱颖而出。美如画卷的自然风
光，质朴恬静的田园景色，远离都市的繁华喧嚣……乡村，已日渐成为人们寻觅田园牧
歌、休闲休憩的“理想地”。

“塑形”更要“塑魂”。近年来我
市以打造建设富有江南特色、承载
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新江南
人家”为目标，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行动，率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动，率先
实施全市域长效管护“红黑榜”评价
制度，率先在苏南地区推动“美丽农
居”建设，通过一系列行动不断提高
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
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和乡村治理
和谐度，形成由点及面、整体推进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格局。

去年，158个规划发展村启动
“美丽农居”建设，1980年前所建农
房得以全面改造。全市大力开展农
村厕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
态河道等项目工程建设，全市农村
环境面貌持续改善。

今年，我市
继续推动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
务向农村延伸，
着力增强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影响
力。新一轮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全域美村长效管护达
标建设行动、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清三治”行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红黑榜”测评制度
等一系列行动一一得到部署落实。
上半年数据显示，评定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红榜村40个、黑榜
村20个，全市镇（涉农街道）、行政村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已
完成新改建农村住房天然气接管工
作 13513 户，建设农村生态河道

142.66 公 里 ，
启动 98 个规
划 发 展 村 庄

“美丽农居”建
设 任 务 ，到
2025 年市区规

划发展村庄基本
完成“美丽农居”建

设。
7月以来，全市各板块

掀起了“三清三治”专项整治行动的
热潮，确保到年底，所有村庄干净卫
生、公共空间井然有序、农厕建设改
善提升、农田风貌整洁美观，并将制
定城乡一体的环卫作业质量标准等
考核办法，实施城乡一体化招标作
业，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将“颜
值”和“气质”同步提升，实现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统筹推进，打开和美乡村新格局

规划先行，绘就如画乡村新图景

鱼米之乡今胜昔，大美乡村入画来

乡村旅游已成为农耕文明重新回
归、抚慰现代人心灵的方式。作为全省
唯一的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
宜兴市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以点带面、
全域推进，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
乡村，形成了山区风情、水乡风韵、渎区
风光等美丽乡村示范带。

这个夏天，就有不少城里人选择投
入宜兴乡村的怀抱，去乡野间溯溪玩
水、赏景露营、晴耕雨读，乡村精品民宿
更是“一房难求”。漫步洑西村龙山民
宿村，四通八达的柏油路串联着一个个
风格独特的农家小院，构成如诗如画的
田园美景；简洁明朗的标识牌及数智导
向标识，诉说着这里的贴心与温度……
龙山自然村正日益成为自带IP流量的
民宿聚集地。在远离城市的茶海秘境、
绵延至天际的茶田之上，一处集农家书
屋、咖啡茶歇于一体的上坝驿站是懂生
活的丁蜀人献给过路游客的一处诗意
田园，也翻开了上坝村乡村旅游发展的
新篇章。去年，全村共接待游客8万余
人次，户均收益50余万元。

乡村旅游“热”力十足的背后，正是
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但是，之前
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乡村美
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那么，如
何将乡村打造成村民满意的居住地、游
客向往的目的地、创客聚集的梦想地
呢？去年在全国率先发布的《无锡市乡
村建设美学导则》给出了方向。《导则》创
新性地提出了“乡村美学”概念，明确了
要以“美”为线索统筹考虑乡村规划设
计、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乡村
不同的资源禀赋，运用美学理念打造不
同的乡村意象，避免乡村建设出现碎片
化、同质化、重物轻人等问题，让乡村向
美而行、因美而兴。上个月，清华美院和
中央美院的师生首次走进乡村，来到谢
埭荡村、桃源村、大坊桥村、上坝村和三
洞桥村，开启了一场“风景制造”之旅。
他们在保留原生态乡村景观风貌的基础
上，结合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特点，加入新
的美学要素，让乡野风貌与美学艺术碰撞
出别样的火花。兰亭、旋鼓、春水渡、荷悠
荡、水绕……这一件件光听名字就很美的
艺术作品，生动践行了美学导则“原真性、
在地性”等原理，也为具有江南特质的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开了新思路。

去年，首批“中国无锡最美村庄”名
单隆重发布，全市29个最美环境村庄、
14个最美产业村庄、7个最美风尚村庄
脱颖而出，它们既满足村庄风貌、长效
管护、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社会治理5
个方面的“共性指标”，亦在最美环境、
最美产业和最美风尚等“个性指标”上
可圈可点。 （晚报记者 潘凡）

内外兼修，
让乡村因“美”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