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油油的稻田上方，无人机

轻巧如燕地来回穿梭，机身上的
药液均匀地喷洒而下；翠绿俊逸

的竹子矗立在村屋前后，随着微
风轻轻摆动枝叶，成为长丰村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村内一处高墙
上写着大大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格外引人注目……

长丰村位于浙江省嘉善县干
窑镇西部，绿色正是这里的最佳

底色。“如今浙江开展‘一村万树’
工程，在我们长丰村不仅是‘万’，

再加一个零也不止。”长丰村党总
支书记任其荣的自豪之情溢于言

表。长丰村村民宅基地面积和临
村相比要大上许多，很久以前村

民们就会自发在房前屋后栽种竹
子和各种树木。每到夏日夜晚，便

是一派“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
凉不是风”的惬意景象。

村里森林氛围浓厚，乡村自
然生态完整，珍贵树木得到有效

保护，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

统一。2019年，长丰村入选第一批

国家森林乡村名单。
然而这个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的村庄，在土地整治、从工业村

向农业村转型前，曾遍地是管桩
厂、彩钢棚、废钢铁市场等，分布

杂乱，粉尘漫天。2012年起，长丰
村响应浙江“四边三化”行动，在

村落内的公路边、河边和山边开
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如今，北

夏浜自然村 50 多户村民拥有平
均每户超过一亩的绿化面积，相

关河道、荒地经过集中治理，俨然
变身一道道好风景。

美丽乡村建设不但改善了长
丰村的生态与景观，还带动了农

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吸引外来投
资，探索走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

子。2017年 7月，嘉佑现代农业生
态田园共同体项目落户长丰村。

如今，村子里农业种植、基础设施

建设、旅游活动、规划设计等都有
条不紊地开展。

浙江嘉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何会看中长丰村？任其荣指着

窗外的绿植说：“当年嘉佑实地考
察时，曾派人乘坐直升飞机在嘉

善上空盘旋，看到了一大片绿色，
那就是我们村。”最终，长丰村凭

借优越的绿化工程和森林产业，
在与嘉善其他村落的“竞赛”中脱

颖而出，成功引进了嘉善县首个

田园综合体项目。
长丰村地处申嘉湖高速公路

南，毗邻洪溪枢纽，东面是七星

塘，西面是申嘉湖高速公路，南部
是 320国道，水路和陆路交通十

分便利。任其荣说，村庄环境变美
了，也希望村民的口袋能越来越

鼓。“目前，长丰村和嘉佑也在合
作探索‘农业+旅游’的发展新模

式，各类配套设施正不断完善中，
希望能吸引更多长三角游客来长

丰村打卡游玩。”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实习生 冒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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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线路将在水乡客厅“握手”

示
范
区

推动互联互通，轨交 17号线西延伸段开工

    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2021 年 65 个重点项目之

一， 上海轨交 17 号线西延伸工程首

个开工点———西岑站近日开始试桩

施工。

建成通车后 ，17 号线将成为串

联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动力核、青浦新

城、环淀山湖创新核、西岑科创中心，

辐射水乡客厅、 祥符荡创新绿谷、吴

江高铁科创新城等核心功能区的关

键交通纽带，也是连通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重要通道。

车站融入科技元素
上海轨交 17 号线西延伸工

程，从现有终点东方绿舟站出发，

沿沪青平公路南侧向西走行，上跨
G50高速路基段，与 G50高速共通

道跨越拦路港后，沿 G50高速公
路南侧向西走行，终于西岑站。整

个西延伸的长度约 6.6公里，线路

采用高架敷设方式。最近，西岑站
和拦路港点位的建设都在逐步试

桩。未来，西岑地铁站将直接服务
华为青浦研发基地和西岑科创中

心的客流，是西岑区域的轨道交通
枢纽中心。站点延续已建 17号线

高架车站的特色，将充分考虑车站
的安全性、通透性、耐久性、标志

性、地域性和创新性。
据 17号线西延伸工程项目经

理吴远宾介绍，西岑车站打造的装
修风格将采用一些江南特点，同时

为了配合华为研发中心的建造，车
站也将融入科技性的元素，包括外

墙采用装配式的工艺。

工艺巧解项目难点
在 6.6公里的施工范围内，主

要的节点有两处：一是西岑站的施

工，二是跨拦路港斜拉桥和跨 G50

两处节点桥。为加快施工进度，目

前中铁十一局正采用多上人员、多

上机械、紧密对接地方征拆和设计
施工方案等方式，促进项目尽快施

工，力争 2023年通车。
中铁十一局 17号线西延伸项

目党支部书记贾贵清说，本项目的
重点难点是在跨拦路港的斜拉桥

跨度比较长，有 180米，拦路港又

是比较繁忙的三级航道，这对施工
工艺有很高的要求。目前采取全封

闭挂篮式施工，确保航道的安全和
环保要求。因为拦路港处于二级水

源保护区，所以又同时采取了多项
先进的环保工艺，确保水源安全。

轨交跨省无缝换乘
17号线西延伸车辆基地利用

既有朱家角车辆基地、位于浦汇塘

C3大楼 17号线控制中心和 17号
线既有漕盈路、徐泾两座主变电

所，不涉及新建或改建。17号线西
延伸车辆为六节编组，拟最高运行

速度 100公里/小时，牵引供电制

式采用与既有 17 号线一致的
DC1500V接触轨授电方式。

17号线西延伸是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轨道交通的先行站，西岑

站还预留了向金泽方向继续延伸
的条件，未来将进一步助力长三角

示范区和青浦新城发展。据悉，苏
州地铁 10号线未来将向东延伸和

上海轨交 17号线在示范区水乡客

厅内“握手”，嘉兴方面也将选择合
适的轨道交通制式连接到水乡客

厅，形成青浦、吴江、嘉善三地轨交
线路跨省域无缝换乘。

本报记者 杨欢

青吴嘉我我

嘉善长丰村

吴根越角

那一片绿 最是动人

长丰村稻田画

上海市轨道交通 17号线西延伸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西岑站

17号线西延伸

17号线（建成）

东方绿舟站
朱家角站

轨道交通 17号线西延伸工程

既有线路

轨道交通车站

图例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青浦练塘镇徐练村一
隅，曲径通幽处，竹林掩映

间，走过蜿蜒的石子路，白墙
黛瓦的“竹编馆”映入眼帘，

隐约透出一股古朴静谧的气
息。推门而入，一个个精致的

手编竹具陈列整齐。一旁的

竹椅上，年过耄耋的老师傅
眼睛依旧明亮有神。

砍、锯、切、剖、拉、撬、
编、织、削、磨。一道道工序，

粗糙却灵巧的双手来回游
走。上拉、下压、穿插回折，百

余支竹筛重叠交错，由分散
到集中，由点到面……娴熟

的手法下，苍翠绿竹成了精
致竹篮。

老师傅名叫沈永法，今
年 81岁。以种地为生，却钟

情编竹，经年如一日地把编
竹当成最大的爱好。“十几

岁时，闲暇之余就慢慢摸索
着开始编，自学了这门手

艺。我不会打麻将，就喜欢
编东西。”

徐练村有一片天然竹
林，天至破晓，雾霭微凉，清

晨的露水自竹竿流淌而下，
整片竹林泛着浓郁的翠绿。

沈永法就地取材，从挑竹到
砍竹都亲力亲为。“要挑老的

竹子、走势平的，不能挑粗
的。竹子有的要

直，有的要长，有

的要老，有的要嫩
一些。”沈永法如

数家珍。
初学竹编时，

沈永法将买回来
的竹制品一一拆

开，慢慢模仿着

编。后来，从居家
常用的扫帚、簸

箕、竹筛、竹篮，到
动物模型、工艺摆

件，对于他来说都

是小菜一碟。

“小时候，家里穷得连个
篮子都买不起，就用竹子编

成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给家
里用。”沈永法说。随着竹编

手艺愈加熟练，他向邻乡兜
售亲手编织的竹制品来补贴

家用。“那时，竹制品热销，我

根本来不及编。”
如今，竹编用具逐渐淡

出了人们生活，但是沈永
法的生活已与其交织在一

起，与竹编有了难以割舍的
情结。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不断推进，徐练村也由
此找到了自身的着力点，设

立了“竹艺编织小站”，大力
发展竹编文化，沈永法成

了竹编文化的代言人。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这项传

统技艺在年轻人手中薪火
相传。

60多年，每一件竹制品
的背后，都凝结了沈永法对

竹艺编织的执着与坚守，他
用双手赋予了竹更强的生

命力与别具一格的美，不只
要当好竹艺编织的手艺人，

更要当好竹编文化的“守”
艺人。

实习生 陈佳琳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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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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