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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沪之窗

眼下，正值晚稻育秧播种的
关键时期。 月   日上午，在南
浔区善琏镇“万亩方”农业综合
示范园区内，种粮大户们纷纷运
用各种新型智能农机装备，开启
晚稻育秧和播种，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景象。

水田旋耕机正在平整水田，
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秧苗整齐
滑落至水田。满载着颗粒肥的无
人机在水田上方来回播撒，和以
往有所不同，现在是只闻机器响，
不见人奔忙。“今年我们选择了机
插秧苗的模式，相对而言后期的
管理更加容易一些，同去年的‘飞
播’相比，产量要提高不少。”姚杰

承包了千余亩地，今年他选择了
机插秧苗和无人机追肥的“组合
套餐”。

无人机追肥，只需预设好作
业路线、亩用量、行距等指标参
数，便可实现自动化施肥，播撒密
度更加均匀，更适合像这样的连
片农田作业，且后期效率更高。在
这片大田，综合机械化率可达到
    。

在大田西侧，是依托数字孪
生的“数字大田”。高效的现代农
业管理，遍布大田的传感器是关
键，基地里的各项规划都有了数
据支撑。“   ％的综合机械化率
大幅提升了水稻种植效率，减少

了很多人工环节，推动我们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南浔区
善琏镇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朱国荣介绍，农田里的空气温湿
度、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等参
数都实时可见并同步到农户手
机上，在家也能实时操作。

今年，南浔区单季晚稻种植
面积预计     万亩，目前已完
成晚稻播种   万亩，水稻综合
机械化率    。“数字大田”的
应用让“万亩方”农业综合示范
园区的农业生产人力成本下降
  ％以上，农业生产资料成本
下 降   ％ ， 农 户 亩 均 增 收 超
   元。

苏台高速一期练市枢纽主线
 号桥  号块顺利浇筑
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苏台

高速公路南浔至桐乡段及桐乡至德清联络线一
期二标练市枢纽主线  号桥  号块顺利完成浇
筑，这标志着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进入新的施工
阶段，为实现按期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苏台高速一期二标练市枢纽主线  号桥主
跨长    米， 号块采用典型的大钢管支架工
艺，是大跨径连续梁桥分节段施工时最先浇筑的
单元，也是连续梁施工的关键性节点。为确保  
号块顺利浇筑，南浔区交投集团联合项目参建各
方召开现场调度会，在材料准备、施工组织、安全
技术交底、应急保障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和安
排。同时，细化交底和常态化巡查，经过   小时
不间断施工，顺利完成  号块浇筑施工任务。下
一步，南浔区交投集团将以此次节点突破为新起
点，助力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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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嘉兴文
化产业博览会在嘉兴国际会展
中心正式开幕。为推进南浔文
旅融合发展，提高文化企业竞
争力，南浔区委宣传部组织湖
州南浔古镇景区经营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参展，向来自全国各
地的展商游客展示世界文化遗
产“水晶晶南浔”的独特魅力。

今年的嘉兴文博会以“文
旅融合 活力禾城”为主题，汇
集了嘉兴以及宁波、湖州和台
湾等   个展馆，吸引    余
家文化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
创项目。现场，南浔古镇展区
采用青绿色、白色、原木色打造
清新淡雅风光，彰显厚重底蕴，
引得众多市民游客纷纷打卡。

以纸雕技艺表现古镇地
标通津桥的纸雕灯、将美景绘
于丝绸之上的小莲庄手绘小
方巾和百间楼丝绸垫、展现南
浔四象八牛文化的浔象元宝
玩偶盲盒……这些文创产品
都出自南浔古镇首个自研文
创品牌“南浔礼物”旗下，在兼
具实用、美观的同时融入了南
浔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
展会现场群众的喜爱。

除了为南浔古镇文创产
品、农文旅产品“打     ”，湖
州南浔古镇景区经营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还在展会期间推
出景区门票优惠福利和产品
特卖活动。“南浔古镇景区永久免票
后知名度更大了，我购买了非遗善琏
湖笔和景区内收费景点的优惠套票，
准备在端午假期带家人去游玩。”来
自上海的陆先生表示，该套票原价
  元，文博会价只需   元。

南浔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南浔古镇不断探索文旅
融合，通过长三角亲子文化节、国际
桨板赛、电竞嘉年华、虾客大会等活
动，拓宽原有旅游市场，同时积极招
引文创新业态，不断引入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形成文化引领旅游、旅游
拉动消费的良性循环，推动南浔区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这几天，在北京市中央电视台
《看我   变》节目录制现场，来自湖
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市小学船拳班
的学生们服装整齐、动作整齐、发声
有力，在船拳老师雷仲孝的指导下，
一招一式，虎虎生风，形神兼备。“看
到练市船拳登上央视平台，作为教
练，我感到无比自豪。”雷仲孝说。

据悉，《看我   变》是中央电视
台少儿频道推出的一档综艺节目，是
中国第一档儿童创意表演节目。

“练市船拳是南浔本地的一项
传 统 武 术 ，起 源 于 春 秋 盛 行 于 明
清，在南浔区练市镇周边一带广为
流传。”雷仲孝表示，相传明清时期
练市周边一带水匪为患，村民为了

保护财产和家园，组织大家在船上
打拳习武，始称船拳。

    年练市船拳列入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使练市船拳这

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得 到 很 好 的 传
承，也是当地船拳非遗传承人一直
比较关注的问题。

“我们把船拳引入学校体育课

堂，通过体育课、大课间活动面向学
生进行教学，同时通过‘阳光舞台’、
专业武术比赛等进行展示。”雷仲孝
说，为了大力弘扬船拳文化，南浔区
练市镇还专门引进船拳专业教师负
责学校的船拳教学工作，组织学校编
撰系统规范的教材进行授课。此外，
练市小学还专门建设了船拳馆，收集
船拳知识，供船拳爱好者参观学习。

目前练市船拳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已经成为南浔区的一张文化名
片。“我们想让更多人喜欢船拳，喜
欢这项传统的文化技艺。”雷仲孝
说，接下来他将持之以恒地开展船
拳传承活动，推动船拳传承工作再
上新台阶。

南浔练市船拳亮相中央电视台《看我   变》节目

距离南浔古镇   公里，与大名
鼎鼎的乌镇仅一河之隔，有一个风
光旖旎、水碧天蓝、鸟语花香的水乡
古村———湖州市南浔镇息塘村。在
静谧的村里，有一处地方每到晚上
就会充满欢声笑语，这就是浔梦乐
园。

查看灯带布置进度、研究线上
平台推广方案、更新完善星空露营
基地服务标准……连日来，湖州浔
梦乐园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慧杰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准备在端午节当天推出
为期一个月的灯光秀，这两天正忙
着赶进度呢。”张慧杰介绍，浔梦乐
园主打的星光露营、烧烤、音乐会、
灯光秀等休闲娱乐项目，让许多游
客慕名而来。

“今年‘五一’期间，浔梦乐园累
计接待游客  万人次，可热闹哩！目
前灯光秀线上门票也已经卖出了四
千多张。”张慧杰喜滋滋地说，他对
在南浔镇息塘村发展乡村旅游充满
信心。

这个位于江浙两省交界，湖州、
嘉兴、苏州三市之间的小村庄，曾是
一个边缘小村庄，“低小散”产业遍
布，养殖污染横流，生态环境堪忧，
而如今，息塘村不仅获得了“中国魅
力乡村”“湖州市美丽乡村”“湖州市
生态村”等荣誉称号，更是初步形成
了集观光旅游、民宿体验、健康养生
等功能为一体的乡村休闲度假地。
    年，息塘村累计接待游客超   

万人次，今年“五一”期间，接待游客
达    万人次，营收达    万元，远
超     年同期。

蝶变与殊荣从何而来？南浔镇
息塘村党总支书记杨建兴给出了答
案：坚持把发展旅游作为乡村振兴
的一把“金钥匙”。

“旅游”把息塘村进行了划分，前
一半是历史，后一半是新生。

“几十年前，我们还是负债村。”

在杨建兴的记忆里，早年的息塘村
很穷，为了发展，“低小散”木业企业
和龟鳖养殖十分普及，这也让村子
一度被戴上“最脏村”的帽子。

    年，借助实施“千万工程”
之机，息塘村秉持“像保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保护村庄”理念，打响了淘汰
整治“低小散乱污”战役。 年时间，
全村共淘汰关停企业   家，腾出土
地    亩，整改提升企业  家；关停
    万平方米的鸭棚、 万平方米
的温室龟鳖养殖场、 万平方米的猪
棚，并全部复垦到位。

为了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息塘
村没有停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脚
步，先后投入     多万元，改造完
善道路、水系、电网等基础配套，建
成休闲公园、健身广场、社区服务中
心和农民培训中心……

如今，息塘村貌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浔乌公路拓宽改造工程的
实施，狭窄崎岖的土路变成了宽阔、
平整、整洁的大道；新农村农房集
聚，使得村民住新房，村貌更美观；

项目入驻，浔梦乐园景区吸引人气，
时光列车民宿、雅集庭院民宿，让息
塘景区设施更加完备。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息塘村的
旅游潜力也逐渐被发现。

借助毗邻南浔乌镇两个   级景
区优势，息塘村大力招引优质企业
和优质项目，玉雅园庭院酒店就是
其中之一。

距离端午假期还有一段时间的
时候，玉雅园的房间早早就预订满
了。负责人林飞说：“这儿离乌镇和
南浔都很近，可以很快地吸引两地
的游客到我的民宿来。”事实证明，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随着息塘的“出
圈”，一到节假日，酒店房间总是供
不应求，因此也聘请了不少本地村
民来帮忙。

“现在很多村民就靠着给景区、
酒店打工增加收入，还有的村民靠
着种植有机蔬菜、水果，卖给游客和
民宿，有了不错的收成。”杨建兴介
绍，对于未来的日子，息塘人充满了
期待。

从“负债村”到“示范村”，南浔镇息塘村实现“弯道超车”

 月   日，湖州市南浔兰生宏达实
验学校与上海华盛怀少学校举行友好学
校签约仪式。

据悉，去年  月，该校和上海民办兰
生中学合作，学校也更名为“湖州南浔兰
生宏达实验学校”。今天，该校又与上海
华盛怀少学校签约合作，充分借鉴、学习
上海的优质学校，进一步落实“双减”提
质增效，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华盛怀少和兰生宏达的合作，进一
步推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促进两
所学校各自教师队伍的建设，全面推动长
三角教育的深化发展。”上海华盛怀少学
校常务副校长杨正群说道，接下来，两校

名师将“手拉手”，互动教研、学生互访，实
现两所学校的共赢。

活动现场，上海华盛怀少学校总校
长王德耀和兰生宏达实验学校校长祁建
敏共同签署了两校的校际合作交流备忘
录并互换了校礼。

此次签约后，将共同开展教研教学
活动，定期组织教育教学经验交流；共同
实施课程开发建设，共享精品课程，共享
教学信息技术平台和资源；共同开展校
园艺术、科技、文化等学生社团活动；共
同组织开展干部教师培训等交流活动，
促使两校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
等方面得以共同提升和进步。

南浔兰生宏达深度“牵手”上海优质学校共促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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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区 &8'(万亩水稻陆续完成播种

夏日农田忙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