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 日晚，在湖州南浔旧馆街

道浙北星星港乐园，民间艺人现场表

演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

目“打铁花”。 铁
水在空中洒开，

火花四溅， 如天女散花般光芒耀眼，

为现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今年以来，南浔区大力打造旅游

特色街区，推出购物、体验、文娱等多
元素多形式的夜间消费活动， 点亮

“夜经济”，多措并举促进商旅文体等
多业态融合发展，助力消费市场持续
回暖。

“打铁花” 点亮“夜经济”

“这个桶式养鱼相比以

前传统养鱼效率更高， 水质
好鱼就长得壮。 ”8 月 3 日，

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长
超村的无抗稻基桶式养鱼示
范基地内， 养殖户杨建清正

在自家刚承包的 6 个无抗
稻基鱼桶上查看污水处理情

况， 看着桶内健康长大的加
州鲈鱼，杨建清喜笑颜开。

养鱼先“养水”，该无抗
稻基桶鱼项目利用无抗稻基

设备养鱼， 每个圆锥形养鱼
桶内使用 2 台增氧机让池
水“动”起来，24 小时不间断

地排出池内的污物和鱼的粪
便， 保持优良的水质环境才

是加州鲈鱼健康养殖取得高
产高效的重要前提条件，水
质好从而产量高， 该模式产

量可达传统鱼塘养殖的 10

倍以上。
“在退塘还田的背景下，

我们开创养鱼新模式———无
抗稻基桶式养鱼， 可有效提

高土地利用率， 让‘没地养
鱼’ 的养殖户加入该项目帮
助他们再就业， 同时村里又

能做到养殖尾水不外排。”浙
江东裕无抗稻基桶式养鱼项

目负责人孙华介绍道， 该项
目利用鱼粪是优质有机肥的
优势， 养殖尾水经分离器沉

淀分离后， 上层清水集中引
流到稻田， 作为水稻种植的

高效有机肥， 既可有效节约水稻的

施肥成本，真正实现稳粮增鱼，做到
“鱼不减量、农不离塘、粮食增产、共

富多赢”。

据悉， 该项目基地占地 52亩，
有无抗稻基圆锥形养鱼桶 32个，尾

水净化循环利用池 1000平方米，于
今年 5 月底开始陆续放苗投入生
产，预计每亩亩产将达到 2万斤，可

实现年产 70万斤生态鲈鱼，目前已
成功签约 3家养殖户， 平均为每位

养殖户实现 30 万元鲈鱼产值。 未
来， 该无抗稻基桶鱼项目基地还将

计划建设二期基地， 投入使用无抗
稻基桶 120个左右， 建成后将实现
产量达 400万斤生态加州鲈鱼。

渔户增产，渔业增收，该项目还
采取“基地 + 农户”的合作形式，将
大部分稻基桶承包给当地养殖户，

由养殖户负责养殖管理， 并且基地
负责实行统一收购、品牌销售，真正

让养殖户实现“拎包入住养鱼”，帮
助当地养殖户们实现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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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南浔·中国粮票博物馆

开馆仪式在南浔古镇举行。 中国收藏
家协会副会长石肖岩，湖州市领导胡

国荣、梅梓华，南浔区领导温建飞、吴
冠宇，中国收藏家协会票证收藏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及全国各地收藏界嘉

宾等出席。

南浔·中国粮票博物馆位于湖州
南浔古镇煤矢弄 34号，由老宅改造而

成，建筑面积约 450 平方米。 该博物
馆分为粮票的起源、演变、分类、欣赏、
特异五大展览板块， 展示了从 1955

年至 1992 年 5 个不同阶段、148 种
不同名称的粮票，囊括了山川风景、古

迹名胜、革命胜迹、人物风采、水电交
通、农牧生产、工业建设及城市建筑等
八类粮票图案， 展出粮票票证总量达

2897 枚， 旨在通过对粮票实物的展

示，让大家对“票证年代”的粮票有更
深入、更全面、更直观的了解，实现博

物馆社会教育功能。
“1955 年，粮票登上票证的历史

舞台，直至 1993 年淡出流通领域，方

寸粮票记录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变迁故

事。 现今，粮票虽已淡出人们视线，但

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文化内涵、观
赏与经济价值而进入收藏领域， 也是
一种实物档案资料。”中国收藏家协会

票证收藏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每一
张粮票都书写了岁月留下的故事，见

证了中国物资匮乏

年代的生活光影。
今年以来，南

浔紧紧围绕“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
实干争先主题实

践，深入实施“四梁

八柱” 工程推动古

镇迭代复兴。“南浔
古镇有故事， 有遗
珍， 该博物馆的开

馆将进一步激活更多沉睡的‘文化库

存’，让南浔文化与现代生活对接、与
时代精神产生共鸣、创新性发展。 ”南

浔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结合南
浔历史文化， 举办更多样的展陈展

示、更多元的交流活动，讲述好历史

故事、传播好票证文化，进一步提升

南浔古镇吸引力、影响力。

7 月的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窑里

村异常“火热”，村里迎来了一批又一
批的游客。 在“网红”打卡点窑文化馆，

800 个色彩各异的陶罐组成的“千窑

墙”、1800 块红砖制成的“古窑历史遗
址”极具视觉冲击力。 不少大学生也来

到这里开展“艺术乡建”研学活动，与
当地居民深入交流， 为当地文旅产业

发展设计多样化方案。

但在 20 年前， 窑里村还是远近

闻名的养猪大村，这个“网红”窑文化

馆也是由养猪场改建而来的。“那个
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猪棚到处
建，随意排放养猪的废水。 ”窑里村原

党支部书记邱财生在村里工作超过
20 年，他表示，过去的窑里村，大家

伙日子虽然过得去，但幸福指数却普

遍不高。
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非规范化

养殖又让本就微薄的养殖利润再度缩

水，直到 2010 年，窑里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还不足 10万元。
转机发生在 2013 年，谋求“村强

民富”的窑里村启动了“三改一拆”行

动，旧房拆除了，村道硬化了，环境整

治了，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 同时，通过整体规划、整体开

发，村里挖掘出了“水漾窑里”这个旅
游 IP， 既改变了平原水乡美丽乡村

“千村一面”的情况，又将乡村旅游与

当地文化深度融合， 游客和客商接踵

而至。

接下来的几年， 窑里村与时间赛

跑， 项目引进与乡村建设齐头并进。

“以前村里发展靠养猪，现在走绿色生
态发展，人人有活干，事事有钱赚。 ”窑
里村党支部书记何明发说， 在改善环

境的同时，该村对收购的闲置农房、猪
棚等资源进行微景观打造，建成“父亲

的菜园”主题休闲农场、“复古型”文化
礼堂及各类型休闲娱乐场所十余处。

“以前在外打工，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

少钱，现在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平时
在自家摆个摊卖土特产， 一年也能赚

4 万多元。 ”说起改变，窑里村村民邱

为民满脸笑意。

今年 4 月， 窑里村又和杭州向上

文旅有限公司签订“整村运营”战略协
议，共同出资 1000万元成立了水漾窑

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窑里村发展也

迎来了新机遇。“我们被当地的自然环
境和人文氛围所吸引， 当地的整体定

位也与我们公司发展方向相契合。 ”杭
州向上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学荣介

绍，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双方就进入了
“蜜月期”。

“周末村子里都是三五扎堆的游

客，民宿和农家乐也是爆满，村庄也越

来越热闹了。 ”何明发坚信，村子富了、

环境美了，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窑里、
留在窑里。

眼下，窑里村逐步走出了一条“生

态优先、文化引领、绿色为重、利民富
民”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成功创建了

“省级 3A级景区村庄”“市美丽乡村精

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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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江南 新村景（六）

8 月 4 日， 湖州南浔和孚环漾步

道，近 800亩面积的早稻田让人感觉置

身金色稻海。“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
期， 我们将组织机械力量进行早稻收

割，确保粮食丰收。 ”党员王荣良说。
去年 7 月， 和孚漾南岸还是一片

鱼塘， 到处杂草丛生。 经历了退塘还
田、 土地综合整治等一系列的前期工

作，今年 5 月，完成了早稻种植，换来
了如今大丰收的场面。初步估计，今年
的早稻亩产基本达到 700斤左右。

这得益于和孚镇用好“强村公司”
这把“金钥匙”，积极探索多元化增收

模式。 据悉，2019 年 12 月，南浔区和
孚镇四联村、新胜村、复乐村、张村村、
佛堂兜村、双福桥村、吴兴塘村、长超

村、陶家墩村、和孚村新村、河东村等
12 个村以平均占股的形式，联合组建

了湖州南浔和强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强村公司”），统筹整合

各村闲散的土地、人力、资金等资源，

推动统一经营、统一调配，在全域内实
现各行政村之间资源要素互补， 撬动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杠杆”。

“我们依托全域党建联建，突破村
域限制，推行三种抱团组建模式，让村

村能入股、村村能受益。 ”和孚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据统计，2022年，“强村公

司” 给每个村经济带来了直接收益达

到了 35万元，增加了 50个就业岗位。
这两天上午， 在南浔区和孚镇新

荻村， 村民李大爷正忙着修剪村道两
旁的绿化。“多亏了‘强村公司’给我提
供了这份工作，这样的话，自己家里的

农活也顾得上。 ”李大爷说。
8 月 3 日， 在和孚镇尤夫路的光

伏发电项目现场， 一排排的太阳能光
伏板闪闪发光，正在正常运行中。该光
伏项目年均发电量约 444.18 万度，每

年运行可有效节约标准煤 1599 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 4428.4 吨，助力南浔低

碳绿色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光伏项目的建

设工作，目前，和孚镇 22个行政村和工
商业 20MW 屋顶光伏的整体设计、安

装、全系统联调、试运行及保修运维等正
在有序进行中。 ”和孚镇相关负责人说。

整合资源，挖掘潜力，不断擦亮乡

村振兴底色。 目前，和孚镇“强村公司”
在已有承接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想办

法、发挥优势、挖掘潜能、开拓思路，增

加业务范围， 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强村
公司经济经营性收入。

考虑到重兆村及吴兴塘村的外来
务工人员较多，“强村公司” 计划在吴
兴塘村村部旁建设人才公寓项目，人

才公寓集居住、健身中心、休闲书吧、
公寓餐厅等多功能于一体， 解决外来

务工人员的居住和休闲娱乐问题。 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占地

面积约 5亩。

不仅如此，还计划将新荻村部旁的
老厂房改造成养老公寓， 吸引杭州、上

海等地的老年人来此居住养老。 该项目
占地 20亩，配套休闲、娱乐、健身等配
套设施，打造医养结合的养老公寓。

此外，为了让“强村公司”真正强

村，和孚镇还从人才培养、政策保障方

面予以扶持。“强村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接下来， 将继续扩大业务经营范
围，拓宽经济来源，增加当地农户和村

集体收益，带动当地农户就业，奋力跑

出共同富裕加速度。

“强村公司”为乡村振兴增添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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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

镇凌家堰村村民方杏江第一次
领到了村里用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产权返租”企业所得的 500

元补助，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
“这种办法好，我们不担风险，坐

地分红，还有工钱挣。 ”收蛋、搬
运、 装车……在练市镇优嘉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工厂，一颗颗优质鸡蛋被装箱发
车，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公司

负责人金喆人对未来满怀憧憬。
该公司存栏蛋鸡超 30 万

羽，年产鸡蛋 3000 吨，优质产

品换来的是企业订单长期供不

应求。订单多了，就想着扩大生

产，却苦于没有资金来源。练市
镇农业办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

后，上门为企业牵线搭桥，帮助

申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
的 712 万元补助资金转化为

资产确权到村， 村集体将确权
到达资产又返租给企业使用。”
练市镇农办负责人袁峰峰介

绍。 二期项目投资 1000 多万
元，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就占了

七成，有了这场“及时雨”，企业干劲更

足。 有了资金加持， 企业也是加码生
产， 新吸纳周边 20 余名农村剩余劳

动力，村民也实现在家门口“再就业”。
项目投产半年多以来，周边的 6 个村
都拿到了项目分红， 仅凌家堰村就收

到分红 10 余万元， 村集体留存资金
用于村庄基础设施提升， 补助金用于

补助全村 31户低收入农户。
今年以来，南浔区练市镇充分发挥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通过定期排摸，从农业主体发展意

向中建立项目储备库，政府和企业人员
共同成立项目小组，提供“店小二”式服

务，用“真金白银”来支撑乡村振兴。

南浔·中国粮票博物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