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湖州南浔旧馆街道源

丰家庭农场，膘肥体壮的“湖羊”已
经住进了数字化的养殖圈舍， 在整

齐划一的“护栏标间”里悠然自得地
吃着草料。 负责人朱梓萱正在忙碌
着，只见她在手机上轻轻点几下，就

完成了给水、 羊圈空气净化和智能
化清理。

圈舍周边， 井然有序地排列着
数字监控、温控装置、湖羊自助饮

水装置等高科技产品。 在羊舍里，
丝毫没有难闻气味，据介绍，通过
数字化的粪污处理池，能有效地实

施雨污分流、粪尿分离、净道与粪污
道分设等功能， 硫化氢数值降低了

一半。 4000只羊的排泄物经过清粪
系统处理后， 羊舍的气味也变得可
以接受。

据悉， 源丰湖羊繁育未来农场

于 2022年投入使用，项目占地约 45

亩，建筑面积 12500平方米，其中标
准羊舍 6144平方米，存栏规模 4000

余头，每年的湖羊产值收入可达 400

万元。 近日，该农场还入选第三批市
级“未来农场”创建对象名单。

“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我们掌握

到的情况就会很清晰。 从羊的出生
到销售，能够完全达到质量可追溯。

包括现在运用数字化的定点饲喂、
定量饲喂模式， 每年饲养成本降低

20%左右。 经济效益在原有的基础
之上提升了 25%。 ”朱梓萱说。

借力数字化手段养殖的“未来
农场”，承载着乡村振兴的无限憧憬
和想象。 同样作为市级“未来农场”
的南浔正大水产淡水种业未来农场

也实实在在尝到了数字化的便利。

“这个沼虾苗， 活力好， 产出
高。 ”近日，在南浔正大水产淡水种
业未来农场繁育车间， 工人们忙着
打包装箱， 将一批批罗氏沼虾苗发
往浙江、江苏、上海等全国各地。

据悉，该农场位于和孚镇，总占
地 169亩。“我们采用的是工厂化育

苗，密度相对较高，这里的温度、亚
硝酸盐、 氨氧指数直接影响着虾苗
的品质。 ”该农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进车间， 每个育苗池旁边都有一
套看似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设

备———水质监测系统。 该系统综合
采用数字化农业技术对水源、温度、
空气、 病害等关键数据进行监测分

析， 实现了育苗到销售的全周期智
能化、信息化、可溯源，进一步降低

了风险，提升了效益。

此外，该农场采用“政府 +公司
+银行 +合作社 + 农户” 的合作形

式，使农民收入来源由土地经营为主
转向地租、红利和工资的收入模式。

“我们这里养鱼的水源水质很

好， 各种先进设备让鱼在水中也在
不停运动， 经常还会有人指导我们

养鱼，技术和销售都不用操心，每年
的收益也大大提高了。 ”群益村村民
老张作为一名老渔民也加入了智能

化养鱼的行列。 预计该农场能带动
农民 120 户， 每年带动农户增收

200万元以上。
聚焦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休闲

农业领域等未来农场，南浔区将持续
探索“未来农场 +合作社 +农户”“未
来农场 +公司 +家庭农场” 等模式，

推动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集群发展，推进产业链、
创新链、供应链融合贯通。

小镇里的“独臂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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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9日 13 时左右，在

湖州南浔中心城区风顺路的
公交换乘中心内， 南浔 001

号免费公交车正等待发车，不
少市民已经在此候车。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
展，南浔区交通拥堵问题也日
益凸显。为有效缓解城区交通

拥堵的问题，近年来，南浔区
在中心城区开通免费公交双
向环线，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
服务品质。 截至目前，该免费
公交环线已惠及群众 40 余

万人次，大大提升了群众幸福
感和获得感。“从我家到实验

幼儿园附近， 只需要不到 15

分钟， 跟开车时间差不多，并
且不用找停车位。 ”市民王女

士表示，她每天都乘这条公交
线路接送孩子上下学。

“去年， 我们增加运力投
入，在首末班时间不变的基础
上，南浔 001免费公交由原先
的单向运营调整为双向运营，
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购物

和旅行。”南浔区交投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据悉，该公交环线
以南浔镇风顺路公交换乘中心
为起讫点， 首末班时间为 6:30

至 21:30，发车间隔 15分钟。

近年来，南浔区加快构建由绿色
公交、绿色出租、慢行交通为主体的

绿色出行“南浔模式”，越来越多市民
出行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南浔区交
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根据
乘客意见进行适时调整， 为市民提
供更精准快捷的服务。

“打开肩、挺起腰、听节奏……”

8月 27日，在湖州南浔练市镇荃步
村文化礼堂里， 区级文化特派员汪

蓓正在给村舞蹈队的阿姨们排练中
国舞，手把手向大家传授技巧。

汪蓓是来自湖州市传媒集团的

专业舞蹈老师，有二十多年的功底，
先后获得第七届“风雅颂”民间艺术
展演金奖、浙江省舞蹈大赛(广场舞
蹈)金奖等荣誉。

“在基本功训练之外，每学期我

还计划编排一支成品舞蹈， 用于社
区、街道、区级以及市级的汇演、比

赛等活动。 ”汪蓓介绍，前期她在村
里调研时发现，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传统广场舞已无法满足拥
有更高审美追求的“村民姐姐”了。

“有些大姐跟我反馈，她们觉得自己

在舞台上的表现张力始终不够，而

中国舞深厚的文化底蕴恰好是针对
这一问题的良药。 ”于是，汪蓓在村

里开设免费的中国舞培训课程，创
建国风舞蹈团， 对村民进行精准艺
术指导。 村民陈阿姨每周都盼望着

公益课：“每一个动作汪老师都会细

心教授，‘家门口’既可以学习舞蹈，

还能认识新朋友丰富业余生活，两

全其美。 ”
作为扎根基层的“宣传者”和

“指导者”，文化特派员需要紧密结
合地方的文化特色与优点，为地方

文化发展“点亮一盏灯”。 这些天，

汪蓓也打上了船拳的“主意”。 船拳
是练市当地一项源远流长的民间

武术，汪蓓计划以武术与舞蹈相结
合的表演形式，通过舞蹈剧目来展
现船拳魅力。“船拳舞蹈剧目可以
以完整的形式在剧院上演，巡回演

出，用观赏性和娱乐性吸引最广大
的群众，最终实现宣传南浔文化的
目的。 ”她表示，当前该舞蹈剧目剧

本已初具雏形， 原创音乐正在创作
中。

此外，持续开展“文产赋能 经

济带动”的旅游宣传策划，汪蓓还参

与策划了练市女神街原创曲目项
目，拍摄歌曲 MV，并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手势舞挑战， 目标是通过宣传

歌曲提升练市的地知名度、 增加游
客数量。

眼下， 荃步村乃至练市镇的精
准文化惠民工作，正以其贴心、便捷

的方式走进群众生活， 让市民和村
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专业文化课
程。“通过‘造血式’辅导对基层文艺

团队的成员进行培训， 将文化特派
员直接送到基层文艺团队中， 充分

利用文化礼堂这一乡村文化主阵
地， 把村里的文艺爱好者都聚集到
这里，通过开展免费公益培训，丰富

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区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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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遗保护中， 传承人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一“钻”就是几
十年、一守就是一辈子，“湖笔小镇”

湖州南浔善琏镇的吕卫国就是这样
的人。今年 66岁的他仍在善琏镇春
风湖笔厂埋头研究湖笔的创新工
艺，“从小看着身边的人做笔长大，
耳濡目染，对湖笔很有感情”。

吕卫国人如其名，18 岁时就毅
然参军入伍，战场上用生命捍卫国
家主权，战后被授予三等功。 退役
后，他以一腔热忱回到家乡，来到
善琏湖笔厂，从学徒工开始，师承
金妙青、胡祖良等制笔名师，刻苦
磨炼手艺，不断提升制笔技艺。

湖笔制作讲究“三年学徒，四
年伴做”，一共要 7 年才能“出师”，
而 7 年时间原则上仅能学精一道

大工序。“我们这一行，笔做不好是
不能服人的。 ”吕卫国说这是师父
曾再三告诫自己的话。 他踏实肯
干、天赋聪颖，加上师父的倾囊相
授，吕卫国的做笔技术很快超越同

龄者，跻身制笔手艺人的“第一梯
队”。

20世纪 90年代， 善琏的湖笔
厂迎来改制潮，吕卫国以敢打敢拼
的精神，用 500 元的启动资金创办
了春风湖笔厂。

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在吕卫
国的带领下，春风湖笔厂已发展成

一家年销量 50 万支、 年销售额
700万元的现代毛笔生产企业。

为了保证每支笔的质量，吕卫

国创新管理制度， 按工
作时长给笔工计算薪
酬。 他解释：“这样才能

让笔工静心做精品，保
证每一支笔的质量。 ”

“守住了湖颖，就守
住了湖笔。 ”这是吕卫国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企业发展渐趋平稳，但
凭借部队锻炼出来的韧
劲， 吕卫国始终坚持铆
在一线， 对各种毛料和

制笔的工艺质量控制严而有细，保
证产品品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我是因为喜欢才坚持到现
在，一直不停地学习，结果越学越
有劲。 ”在吕卫国看来，湖笔制作虽
然是传统技艺，但还是离不开技术
创新，为此，在传统制笔技法的 120

道工序中，吕卫国又加出了“去浮
毛”“干挑没头”“盘头”与“湖笔出
厂前对笔杆和挂绳进行细化处理”
这 4道工序。

他介绍，“去浮毛” 是笔头结好
后， 把笔头的浮毛彻底去干净；“干
挑没头”是为了让毛笔在书写时，笔
锋收得好，不容易分叉；“盘头”就是
对笔锋进行二次加工。 也正是因为
这 4道独家工序， 春风湖笔厂出产

的湖笔凭借着精湛的品质， 在众多
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吕卫国带队

研制的新系列产品，笔杆能防弯曲，
笔尖能防脱毛，成为了业界的标杆。
他也因此收获了《一种改进型适合
书写习惯的毛笔》和《毛笔笔杆抛光
机》等 6项新型实用专利。

如今， 已过花甲之年的吕卫国
放不下做了半辈子的手艺， 仍旧一
坐一整天，不停地择笔，并参与制作
研发、遴选学徒，坚持根据湖笔传统
制作工序和自己的经验技术， 持续
精进技术。这两年，他还研究上了直
播带货， 每天花 3个小时坐在屏幕
前和“笔友”们交流湖笔心得，通过

短视频引流， 企业电商销量已占到
总销量的 50%以上。

“未来农场”描绘现代农业图景

文化特派员: 让崭新的乡村文化舞动起来

8 月 29 日，位于湖州南

浔练市镇的“红美人”柑橘基

地果园里人头攒动， 果农们
正忙着在果园里巡护， 查看
果树长势，给果树除草，让果
树充分汲取养分。

“这个时候是‘红美人’
生长最为关键的时期， 关系

着今年的收成，”果农徐君星
表示，“11 月下旬就可以陆
续开采了。 今年柑橘长势很
好，现在正是果实的膨胀期，
预计每亩地的产量同比增加
20%。 ”据了解，徐君星受雇
于该村的练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5 年来，他每天都到这
个“家门口”的园区工作，修
剪果树、清理杂草、接待采摘
游客，简单而又踏实。

近年来，练市镇依托“红
美人”柑橘特色产业，由西堡
村带动周边 23 个村共同组
建，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红美人”柑橘基地总投
资 4300 余万元， 包含 500

亩“红美人”柑橘体验种植基地及 7

亩冷链物流仓储项目，形成“种植基
地 + 观光农业 + 农产品仓储销售”

产品体系。 为周边闲散农户提供
100多个就业岗位，结对帮扶 20 户
低收入农户， 每年增收 2.5 万元左
右，每年能为入股村增加 20多万元
的村集体收入。

“每年我们都对农户进行培训，

指导他们定期测土、配方、施肥，加
强科学管理。 同时，我们还不断优

化品种，引进‘红美人’‘由良’等优
质柑橘品种， 相信在今年的挂果
期，可以为村里带来更多的收入。 ”
练市镇西堡村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道。

从“卫国”功臣到非遗传承人，湖笔“工匠”不简单

8 月 29 日，走在湖州南浔双林
古镇的老街上， 耳边传来阵阵歌
声，循着声音走去，是古镇里的一

间工作室。 这间简易工作室内，有
位独臂的手艺人正专注地雕琢着

手里的核桃， 随着工具慢慢移动，

核桃上的纹路渐渐丰富起来。

朱佰康今年 62 岁， 是双林本
地人，6 年前因意外失去右手，便
在双林古镇开了这家文玩核桃工
作室，每天他都在这里放着音乐制
作核桃手工艺品，附近的街坊都爱

称呼其为“三毛”。“我一直非常热
爱雕刻，不怕麻烦，有时候一件作
品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朱佰

康说。

走进朱佰康的工作室，屋内摆

放着各式各样经过精雕细琢的核

桃手工艺品，“招财进宝”“一帆风

顺”“五福临门” ……图案精致，花
样繁多。“这些都是我设计的作品，
先用铅笔描样，再用刻刀、电烙铁

一点一点雕琢，每件作品都是我自
己独立完成的。 ”朱佰康介绍，单手

制作这些工艺品一开始非常困难，
但随着自己勤加练习， 熟能生巧。

现如今他一天已经能做五六件精

致的核桃手工艺品了。

在邻居们的眼里， 朱佰康乐
观、善良、专注，是个热心肠。“‘三

毛’的手艺远近闻名的，大家都知
道。 ”邻居管大爷说，村里谁家需要
磨个刀之类的，朱佰康都很乐意帮
忙，还经常做些核桃小玩意，送给

街坊的孩子们玩。
“这既是我的工作室也是我的

店铺，路过的游客看到了我的手工
艺品，喜欢的话就会直接购买。 ”朱

佰康介绍， 现如今他还通过抖音、
微信群等网络平台推销自己的雕

刻作品，每月能创收近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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