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

工作专班公布浙江省第三批未来社区

名单，经申报、评审，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頔塘南岸新建工程获批浙江省第三

批未来社区（引领型）。 至此，“南浔頔

塘未来社区”从一纸蓝图到真正落地。

近年来， 南浔区认真贯彻落实浙

江省委省政府、 省风貌办系列决策部

署，推动“南浔頔塘未来社区”建设从

宏观谋划到实践落地， 推进基础设施

迭代更新，打造社区邻里共享、便民服

务、智慧治理等服务场景，大大提升了

社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

随着邻里集市的建设完成，“南浔

頔塘未来社区”的最后一块拼图已经补

齐。 目前，“南浔頔塘未来社区”幼托一

体幼儿园、区级图书馆、城市阳台、网红

桥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卫生服务站、云

诊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康养中心等

规模大、惠及范围广的公共服务设施均

已开放， 最大限度提升社区功能品质，

营造满足未来多元化需求的美好生活。

此外，“南浔頔塘未来社区” 不断

提高民生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 配置

1300 平方米的灯光球场， 建成滨河绿

道 3.2 公里，居民可线

上进行各类运动空间

场地预约，高标准完成

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

任务，直接受益居民近

万人。“在生活上、工作

中，不仅能够体验到未

来社区便捷完善的配

套服务， 还能解决育

儿、技能提升和创业的

需求。 ”安徽人李先生

多年前便来此务工，如今已经在“南浔

頔塘未来社区”买房定居，成为一名新

南浔人。“当初来南浔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 很幸运能够见证‘南浔頔塘未来社

区’的变化升级，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越

来越强。 ”李先生表示。

在“南浔頔塘未来社区”，像李先

生一样的新南浔人有很多。“南浔頔塘

未来社区”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始终坚

持以“党建引领 + 红色物业”为抓手，

成立“頔塘友邻志愿者社”，根据社区

实际需求， 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

工作，推动社区居民从“人的个体”升

级到“家的集体”，满足广大居民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着力构建品质

宜居的未来社区。

“接下来，‘南浔頔塘未来社区’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经验， 进一步改善

民生、优化治理、完善服务，不断提升

群众的满意率、幸福感、获得感。 ”南浔

区城市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他

们将借鉴“南浔頔塘未来社区”的创建

经验，以已形成的创建路径、技术标准

体系、群众评价体系为导向，继续建好

“南浔浔南未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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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湖州

市南浔区持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舒适度和产业兴旺度。走进南浔区练

市镇农兴村绿腾生态园，映入眼帘的

是连片整齐的果蔬大棚， 今年 62 岁

的沈明星正和同村的姐妹们一起给

葡萄枝修剪。

十多年来，她们每天一早就到这

个“家门口”的果园工作。“这里原本

就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园区后

不仅有租金， 每个月还有 3000 多元

收入。 ”说起现在的生活，沈明星和姐

妹们脸上满是笑容。 走进村里，连片

的乡村别墅拔地而起，配套的公共服

务设施逐渐完善，通过村口“彩虹乡

道”，20 分钟就能到达南浔主城区。

时间倒回 20 年前， 时任南浔区

练市镇农兴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姚云

生当时正面临困境：“守着人均一亩

水田、五分桑树地，靠天吃饭。村集体

穷得叮当响。 ”当“千万工程”提出后，

当地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但
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农兴村开始了

“向上争取，向下挖潜，向外招引”的

发展模式。
首先就是环境的变化，美丽乡村

建设，生态修复工程接连实施，“乡村

面貌好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老百姓
富起来，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就

需要有产业作支撑。 ”现任南浔区练

市镇农兴村党支部书记的黄国兴正

是个“创业”者，首要任务就是为村里

扭亏为盈。 为此，农兴村在南浔区率

先推动整村土地流转推进规模经营，

将全村可利用的土地进行整体规划、

集体流转，成功流转土地 1619 亩，几
年内先后引进生态水产养殖、秋红果

园专业合作社、绿腾生态农业等多个

现代农业项目，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超 20 万元， 带动 80 余名村民再
就业。

短短 3 年，农兴村不仅还清了债
务，还实现了盈余。 去年，该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 437 万元。 与此同时，村

里年轻人安心外出打工、经商，或在

绿腾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下种植黄
桃树；老年人在园区里也有力所能及

的工作，收入连年攀升。
乘着南浔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的东风，农兴村驶入了高质量发展

的“快车道”。随着首批 112 户农房从

散落的自然村集聚到中心村，村里把
资金投入到了村民需求最强烈、基础

最薄弱的公共服务保障环节，从道路

硬化、污水治理、村庄绿化、垃圾中转

站改建，到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

心、幼儿园、菜场、超市等配套设施建

设，让村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凭借着“样板乡村”和特色的农

文旅项目，农兴村逐渐“出圈”。今年，

村里又有了大动作，打造万亩农业大

观园，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引入乌镇

景区的人流、商流，推动跨越式发展，

“光五一期间， 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就

达到 20 万元。 ”黄国兴介绍，目前村

里还新引进了总投资 5000 多万元的

四星级乡村度假酒店，建成后能为村

里新增 20 余个就业岗位。

村庄美了，收入也高了，群众参
与村庄整治建设的积极性也高了。

“在我们当地，‘千万工程’ 也是老百
姓最有体感， 最关心在乎的大事之
一，20 年以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

普遍欢迎。 ”老书记姚云生先后在村

里干了 31 年， 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者。 前些年也搬进了村里的新房子，

眼见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农

兴村真的因农而兴，脸上洋溢着抑制
不住的欣喜：“现在，我们村里的日子
比城里还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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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农”而生、向“农”而兴，看农兴村 20年“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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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位文学大咖齐聚南浔，共襄文学盛宴

2023年7月12日~18日

新江南 新村景（二）

7 月 1 日，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
奖” 颁奖典礼暨中国报告文学峰会在

湖州南浔举行。 包括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在内的 8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
学大咖齐聚一堂，共襄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会长徐剑，湖州市政协副主席竺鸰，

南浔区委书记温建飞分别致辞。 浙江

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南

浔区领导程佳、翟海峰、王培华以及长
三角兄弟省市作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等

出席。

吴义勤说， 本次获奖作品充分体

现了近年来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视野
之广、内涵之深，充分彰显了报告文学
创作在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方面

上的可喜进步。 希望广大报告文学作

家继承发扬徐迟先生开创的报告文学

创作优良传统， 积极推动新时代报告
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

徐剑用致敬、 欣慰与溯源三个关

键词谈感想、道期盼。 他说，水晶晶的

南浔孕育出了水晶晶的徐迟先生，他

用如椽巨笔， 赢得了报告文学的荣光

与尊严。 中国报告文学已经走过了百
年历程， 本次颁奖典礼恰好是下一个

百年的开始。

竺鸰在致辞中说，举办第九届“徐
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为构筑湖州

人民精神富有美好画卷谱写了华丽诗
篇。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湖州打造成为

具有中国韵味、 现代魅力的报告文学
高地，推动湖州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温建飞代表南浔区委、区政府，向

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南浔

作为“徐迟先生的故里”，近年来始终

以建设好、 发展好“中国报告文学之

乡”为己任，以南浔古镇复兴为引领，

持续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为繁荣文艺
创作提供不竭的“源泉与沃土”。

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是对

2020 年至 2021 年在中国大陆以汉语
写作并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

的征集和评选。 颁奖盛典上，何建明、李

炳银、黄传会 3 人荣获“中国报告文学终

身成就奖”。《乡村造梦记》等 5 部作品，

《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3 部作品分别荣获

“徐迟报告文学奖”长篇奖、中短篇奖。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国报告文
学创作研究基地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授牌仪式，发布

了“学习徐迟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倡
议书， 举行了中国报告文学峰会。 当

天， 作家们还先后来到南浔区旧馆街
道、 双林古镇、 南浔古镇等地实地采
风，进行文学创作交流。

在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

松亭村，村党总支书记、村主

任、村级“田长”沈宏飞每周

都要到村里的田间地头走一

走， 看看有没有耕地被占用
或被撂荒， 并将巡查结果上

传到“耕地智保”场景应用平

台上。

“现在有了‘耕地智保’

场景应用平台， 如果现场巡
查时一旦发现异常可以及时

劝阻， 并在手机上直接拍照
上报， 很快就能得到处理反
馈。 ”沈宏飞如是说。

去年以来， 南浔区全面

推行数字化耕地保护， 推行

“田长制”， 实行以村为基础，

区、镇、村联动全覆盖的耕地

保护网格化监管，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 严格管控耕地

“非粮化”。“截至目前，南浔区

已设置各级田长、巡查员 496

人， 全年累计巡查 18381

次。 ”南浔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此之外， 南浔区通过

实地探勘， 在重要耕地附近

的铁塔上， 安装了高清视频
探头。 违法搭建、侵占耕地、

机械施工……在“耕地智保”

应用场景后台都可以看到，

任何疑似侵占耕地的违法违
规行为， 都逃脱不了布设在全区的

监控探头的探测。

通过充分利用实时监管系统，

由“被动管理”向“主动发现”转变，

南浔区实现自然资源监管“人防 +

技防”的融合，监管手段向“智能监
管”和“人工巡查”相结合转变，开启
智能管理新模式。截至去年底，南浔

区全年共产生补充耕地指标 5008

亩，位列湖州市第一。

7 月 6 日上午，“同心迎亚运·携
手向未来” 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走进

湖州南浔，50 余名香港青年打卡南浔

国家级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湖州

桑基鱼塘研学文化交流基地， 实地了

解桑基鱼塘农耕文化及其衍生出的蚕
桑文化、丝绸文化。

基地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 也是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核
心保护区的所在地。“目前基地共占
地 700 亩，其中可供劳动设施面积近

300 亩， 涵盖了种养殖农业和渔业，

配备历史文化博物馆、 笔道艺术馆、

书房、摇摇渔舟码头等设施。 ”现场负

责人介绍。 走进基地内，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承载着风雨和历史的小船，墙
面上挂着数幅展示农耕文化的照片，

农民集体辛勤劳动的画面、妇女纺线

的场景，以及过年孩子放鞭炮的场景

活灵活现。“感受到了在香港看不到

的风景，也体会到了非常传统的农耕
文化，对我视野的开阔和学业的进步

有很大的帮助。 ”香港中学生谢雅雯
谈及今天的收获，参观过程中，大家

时不时发出赞叹声，通过实地的体验

和感受，让香港青年感受到了当地传
统文化的魅力。

“来到这里，令人感怀，对于我们

的孩子来说，这些东西很稀奇，可以让
他们感受我们过去的生活， 激励他们

珍惜现在拥有的美好生活。 ”香港教师
黄淑玲表示， 能够带领学生体验课堂
上学不到的传统文化，十分有意义。

在鱼桑文化研学院， 南浔水利水

电学院的青年和香港青年通过“1+X”

伙伴交友机制，共同开展制作青团、定
胜糕的体验活动。 老手艺人向大家介
绍了青团和定胜糕的制作原料， 并详
细讲解青团的制作过程， 进行现场示

范。 从未体验过的“课程”引起了大家

的兴趣，两地青年撸起袖子开展“做糕
点”比赛，在过程中相互协作，交流心

得，建立起深厚友谊。

“此次研学活动，能够让两地青年

聚在一起， 进一步推动香港与内地青
年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激发爱国爱乡

情怀，引导更多青年共享时代机遇、共

助国家发展。 ”南浔区委统战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通讯员 戴金红 宋豪亮

“同心迎亚运·携手向未来”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走进南浔

从一纸蓝图到真正落地，“南浔頔塘未来社区”正式建成

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省乡

村数字经济暨智慧农业“百
千”工程现场推进会上，发布

了省智慧农业十大模式案例

集，湖州市南浔区浙江庆渔堂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随着数字化因子的汇聚，

南浔大地上涌现出了一批在

浙江全省乃至全国颇具影响
力的智慧农业标志性成果。浙

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其中之一———2016 年，

中国科学院博士、复旦大学兼

职教授、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
院副院长、国际电工委员会最

高荣誉“IEC 1906” 奖获得

者，36 岁的沈杰选择回乡创
业，运用物联网技术改造传统
渔业，建立浙江庆渔堂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沈杰的家乡南浔区菱湖

镇是国内四大淡水鱼养殖基

地之一。养鱼利润不高，消费

者又难吃到好鱼， 湖州青草

鲢鳙“四大家鱼”养殖都面临

转型升级。 沈杰用物联网消

除行业“痛点”，沈杰搭建起

汇集养殖户、饲料厂商、销售

档口、 金融机构等相关方的

物联网平台，从养殖、销售、

融资等环节重构渔业生态。

通过水下探头、传感器，

用手机 App 监控鱼塘含氧量
数据，遥控开启增氧设备……
智慧农业颠覆了传统养殖户
积累数十年的“养鱼经”。

创业以来， 沈杰建立物联网智

慧养殖服务体系和标准化供应链服

务一体化平台， 打造了全国领先的

“数字生态渔仓”， 为养殖主体高效

打通从“养”到“卖”的价值链条，实

现绿色、生态发展，同时从供应链上

游保障下游水产品安全、 标准化等

消费升级需求， 逐步引导建立一个

数字渔业产业链的全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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