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苏省苏

州市太仓市、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
市、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 ”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 财政部日前?示 2020年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激
励候选县名单，长三角四地入选。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有因地
制宜的产业， 需要在乡村融合发展

一、二、三产业，立足乡村，走‘内生
型’道路，挖掘自身活力，激发特色

要素，寻找对应市场，通过持续自主
创新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环动力。 ”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
授、“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大
会”首任主席沈涵指出。

“近年，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快

速推进， 如何合理引导城市人才
下乡，积极培养本土人才，优化乡

村人才结构，打造一支扎根乡村，

科学、务实、高效的发展队伍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

———今年全国两会， 全国人
大代表、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城
镇花园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岳喜环
坦言，基层的现实条件让“优质人
才”望而却步，缺乏相应的激励机
制，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

“上不去”等问题。

“我们希望以地理标志农产
品为抓手， 助力长三角农业农村

一体化发展。 ”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主任郑永利介绍， 浙江将地
理标志农产品工作纳入浙江省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例如，浙江黄岩
曾就蜜橘产业出台方案， 与上海
同济大学、 浙江大学等长三角高
校开展校地合作，借智引才，擦亮

“中华橘源”金名片。

“我现在亟需学习，看看怎么

用数字化的手段帮助疫情后的当
地民宿产业，帮助乡村振兴。 ”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仙
潭村“莫梵 Marvel（洋家乐）”创
始人沈蒋荣是当地做高端民宿的
代表人物， 他仅用 2年时间就带
动周边村民创办 150余家民宿及
餐饮门店。 作为致富带头人，沈蒋
荣于去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迎合时代的需求， 共建探

索、 共同孵化一批能在乡村振兴
中起引领作用的项目， 平衡推进

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振兴、生态振兴。 ”

———阿里巴巴商学院教师赵
鑫博士指出。2月 28日，由国内热
爱乡村事业的专家学者、 企业高
管、 乡村干部等自发组织的长三
角乡村振兴共建运营联盟成立，

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人才、智库、

资源支持。

“我国的乡村是非常多姿多
彩的， 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一定要凝聚力量来共同探讨，

首先把长三角区域内的做好，体现

出我们的特色来，然后再把全国的
力量凝聚起来，从而体现我们对乡

村振兴产业的把控能力。 ”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助理、浙大启真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司总经理杨飞说。

“将‘东至样本’通过‘走出

去、引进来’等方式，向长三角地
区乃至全国传播推广， 通过金融

智库平台引智引资， 推进东至农
业全面融入长三角产业链。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主任曾刚表示。 安徽省东至县农
村金融创新走在前列， 近日上海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东至县政府
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首个乡村振
兴实验基地，将在东至特色农业
产业增值、 村级集体经济壮大、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三个板块上聚
焦聚力。

“乡村振兴必将沿着 ‘幸福
路’飞速前行。 ”

———国家铁路局局长刘振芳
表示。 “十四五”期间，长三角铁路
建设项目预计投资总规模超过 1

?亿元， 新增营业里程 4000 ?
里，其中新增高铁 35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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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
为乡村振兴贡献“长三角方案”

    今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

志，也意味着“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如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互融合？如何让长三角地区

的乡村“开花结果”？

破解红色密码 激活城市记忆
从无人知晓到城市地标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场景，印刻在每一

个中国人心中，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国旗的
设计者名叫曾联松，是浙江瑞安

人。“2019年，瑞安市政府找到

我们，想做一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主题项目。我们想到可

以通过建造国旗教育馆来对瑞

安的城市品牌进行一次全新塑

造。”姚子刚告诉记者，接到项
目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选址。
几乎所有的山川河流，都曾

经滋养过一方百姓，就像黄浦江
之于上海，飞云江之于瑞安。但

沧桑百年，如今的飞云江边只留

下一片老街区，早已不复往昔繁
华。“如果我们用红色文化来激
活这里的城市传统文化呢？”

在同济读博期间，姚子刚的专业方向是

城乡规划，如何更好地保护和挖掘城市中与
文化相关的内容，一直是他研究的课题。在

他看来，每一片土地背后的文化都是独一无
二的，作为国旗设计者的故乡，瑞安的红色

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痕迹和文化脉络。“我
们要在这片历史底蕴深厚的地方，点亮一个

红色地标，让瑞安、浙江，乃至全国都知道，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瑞安人。”
为了契合主题，姚子刚和团队在国旗教

育馆的细节设计上也是颇费一番心思：场馆
建设高度为 19.49?，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于 1949年；馆前升旗杆高 20.19?，代
表开馆时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2019 年 9 月 28 日，国旗教育馆试开
馆，通过红色教育、红色展示和红色文创，这

颗红色“心脏”甫一点亮，就被媒体争相报
道。国庆节 7天假期里，更是吸引了 10万人

自发前往参观，国旗教育馆俨然成了当地的
网红打卡点。

就在去年，瑞安从全国 100个入围县级
城市（区）中脱颖而出，入选了 2020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原有的

城市基因里，挖掘出蒙尘的金子，通过当代

的擦拭、点缀，让原本应该发光的金子绽放
光彩。”

既是校史也是红色历史

当谈到钟情红色文化项目的原因时，姚
子刚提到了他的母校，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的历史和红色文化渊源深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同济大学经

历 6次迁校，从上海出发，先后辗转浙江、江
西、广西、云南，最终抵达四川的李庄古镇，

走过了 1万多公里的文化抗战路，是抗战期

间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过程最曲折的
大学之一。“历经磨难仍旧坚持办学，校训

‘同舟共济’从未更改。”与祖国同行，以科教
济世，同济大学“家国天下”的情怀早已植入

每个同济人的骨子里。
而让这份情怀在姚子刚心中生根发芽

的人，则是他的老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导阮仪三。
犹太人聚居的虹口提篮桥地区，留存下

了独特的文化风貌，见证了中国人和犹太民
族的患难与共。1994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

来沪时更是留言感谢“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
人道主义壮举”。

但随着城市发展，这片街区曾面临被拆

建的困境。为此，阮仪三教授奔走呼吁，终于
将这片文化记忆保留了下来。2008年，提篮

桥地区被列为上海市首批 12个历史文化风
貌区之一，并由阮仪三教授带领学生们进行

保护规划。受此影响，姚子刚对红色文化保
护有着自己的理解：“城市发展不只是经济

的发展，还承载了历史、文化，我们应该保持
自己的特色。”

今年，姚子刚还作为项目总设计师，主
持设计了位于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改扩建和红色文化培训中心（长征
学院）。“红色文化给城市留下的脉络和痕

迹，是属于城市的独家记忆。”沿着脉络、携
着初心，姚子刚在破解红色密码、激活城市

记忆的路上步履不停。
本报记者 吕倩雯

城市规划专家姚子刚缘何钟情红色文化项目———

■ 上周末，姚子刚在国旗教育馆前留影

红 色长三角红

    上 周 末 ，

姚子刚又一次
来 到 位 于 浙
江瑞安的国
旗教育馆，这
是他众多红
色文化项目
中的得意之
作。 “用红色
文化重塑了
城市品牌。”

姚子刚，

华东理工大
学旅游规划研究所所
长，是城乡规划专家，

也是文旅规划专家 ，

更是红色文化传播
者。 他参与实践了数
十个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的规划， 也主
持设计了不少红色文
化项目。 他希望以文
化为主线， 令城市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

让人们在了解红色文
化的同时， 也记住这
一座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