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嘉年华现场 港西镇供图

    秋日午后，最适合与大自然来

一场亲密接触。在无垠田野边，捧一
本书、泡一壶茶，感受和煦阳光与拂

面微风……光是想象，就让人心生
向往。在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就有

这样一座“望田书屋”。更令人惊奇
的是，这个崭新灵动的乡村公共文

化空间，是由一只废弃集装箱变身

而来———村干部的慧眼、规划师的
巧思，共同施展出一道奇妙“魔法”。

牧歌田园抬目可见
腰泾村村委会门前有一片宽敞

草坪，这是村民们的活动广场。最

近草坪上又多了一座充满设计感的
“望田书屋”。亲眼见着“大家伙”被

安放在农田边，装上顶棚，添置新
书，搬进靠椅……67岁的村民沈美

娟，每天都要来坐坐，翻几页书：“书

屋真漂亮，欢喜来看看！”
书屋刚启用不久。湛蓝天空下，

大片粮田边，大胆醒目的橙色主体，
配以流线型的白色桌椅，“撞”出一

片明媚鲜活———秧苗青绿时，毛茸
茸的地毯就在眼前铺展；待到稻谷

金黄，又是近在咫尺的丰收盛景。
眼下，稻谷已经收割完毕，裸露的褐

色泥土朴实无华，那是属于大地的
厚重。待到次年春天，油菜花、紫云

英郁郁葱葱，想必又将是生机勃勃。
抬目可见的牧歌田园外，“望田

书屋”还具有各种功能———在一层
室内是小小阅览室，一角还有咖啡

吧；一层室外有遮阳伞和休息座椅，

可以成为亲子活动的休闲空间；二
层平台也设有桌椅，那是休憩或者

远眺的最佳“景观位”。

为上海乡村“造梦”

今天再看到“望田书屋”，任谁也
不会想到，它原本是一只被当作仓库

使用的废弃集装箱。村居环境整治期
间，腰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向应看中了这个大家伙。有人提
议，对集装箱进行适当改造，可以作

为村民们文化交流空间。陈向应当机

立断：“这个集装箱，可以留下来。”
巧的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国土分院党支部恰好与腰泾

村党总支是结对共建单位。“我们问

村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们提出
了流动书屋的需求，我们一拍即

合。”国土分院副院长、国土分院党

支部书记方澜告诉记者，市规划院
正在探索“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

要为上海乡村招募一批“造梦者”。
“‘望田书屋’这个生动的改造案例，

一下子点燃了大家的兴趣与热情。”
优化方案，书屋选址，功能策划，

捐款捐物……这是一次利用村庄存

量资源与有限资金进行的更新探索，
也包含着大家对乡村振兴的憧憬。

有了新晋“打卡点”，腰泾村人
气日渐旺盛。沈美娟清楚记得，前些

日子有好几个班的学生来村里学
农，举行了稻田边的升旗仪式，还在

书屋旁搭出舞台表演节目。她高兴

地看热闹，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那
一晚，长长的一排野营帐篷，从阡陌

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久久不散。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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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日前，

由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主办的

“鱼跃稻花香 港好遇见你”崇明区
港西镇第一届乐游嘉年华拉开帷

幕。当天，港西镇推出有声手绘导
览地图，囊括了港西镇超过 40个

特色点位，让游客能够“绘声绘色”
了解美丽乡村港西镇。这个位于崇

明岛中西部的美丽小镇，近年来坚

持发展农业旅游，擦亮环境底色，
优化服务品质，已经成为了上海市

民沪郊旅游的好去处。

乐游助手“能说会道”

在开幕式现场，来自上海农科
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上海农科

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的两个专家
团队一起上台与上海江凡果蔬专业

合作社签订鱼稻共养合作协议。近
年来，港西镇江凡果蔬专业合作社

通过鱼稻共生古法种养模式实现了

生态环境的日趋渐好及农产品质量
的有效提升。为不断寻求升级崇明

生态大米的消费环境以及消费体
验，扩宽崇明生态大米的销售渠道，

提升品牌影响力，于 2020年推出
“稻田认养”项目，稻田监控全面覆

盖，可随时观看水稻种植场景，拥有
一片属于自己的稻田。

当天发布上线的，还有一份港
西镇有声手绘导览地图。这份地图

不仅色彩明快，结构清晰，还是“能

说会道”的港西乐游之旅小助手。

游客可以用手机微信扫码地图上
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各点位的音频

介绍。据介绍，这份有声地图目前
囊括了港西镇超过 40 个特色点

位，详实地介绍了港西生态旅游景
区、文化场馆、历史老街、合作社、

酒店、精品民宿等，以及港西特产

农产品、旅游商品等旅游资讯，各
种信息尽在图中，让游客更生动、

更形象、更直接地了解港西、走进
港西、感受港西。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稻田市集，
市集中汇聚了大米、水果、蔬菜、盆

景、手作等各类港西特色产品，吸
引游客驻足，热情选购。更有崇明

糕、时令水果等美食品鉴，给予游
客秋日里的味蕾抚慰。

特色农旅多点开花
近年来，港西镇始终坚持“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定期牵头召

开合作社产业推进会及座谈会，
听取意见建议，对合作社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现场对接。积极制定
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落实农旅项

目专项预算，鼓励种植特色农产

品，鼓励举办农旅节庆活动，鼓励
使用统一宣传 logo等举措，帮助

企业壮大发展。
与此同时，港西镇还利用花博

会举办契机，发展民宿、酒店、农家

乐，目前镇域内酒店和临时住宿性

单位共 7家，共计 1000余张床位，
餐位 2000余个。全镇民宿共计 42

家，床位 456张，获评星级民宿 11

家：其中五星级 3家、四星级 5家、

四星级 3家；获评平安民宿 4家、
最美花宿 7家。

在农业领域，依托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乡村公园建设，港西
镇打造三湾农业产业集聚带，发展

红美人橘、精品水果、绿色蔬菜、灵
芝等精优农品。全镇共有规模合作

社 23家、家庭农场 11 家，其中获
评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7家，推动

绿色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
营。开展泛信合作社、江凡合作社

生态循环示范基地创建。崇尚中
药材合作社、高缘粮食专业合作

社、圣嘉粮食专业合作社绿色示
范基地创建。

通过积极培育稻米认证企业，
增加绿色大米产量，港西镇提升绿

色稻米产业化率，今年新培育稻米
认证企业 1家，绿色稻谷转绿色大

米认证企业 1家，指导 6家企业申
报绿色产品。随着翠冠梨、黄桃、火

龙果、葡萄、西瓜、甜瓜等水果的成
熟，合作社推出农事体验、水果采

摘等亲子活动，营造乡村休闲游良
好氛围，同时开通网络直播带货，

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渠道，提高了销
售额。

    本报讯（记者 屠瑜）非
遗龙狮展演、小白龙缤纷巡
游、非遗美食品鉴、互动景点

打卡……近日，以“行走的民
俗”为主题的长三角非遗龙

狮精品展演暨首届金山小白
龙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

吕巷水果公园举行。

开幕式上，夏懿峰“小白
龙信俗”保护传承工作室成

立。吕巷小白龙信俗第五代
传承人夏懿峰介绍，今后，工

作室每个星期都会组织全镇
各村、企事业单位中青年进

行授课和舞龙技艺培训，同
时也会受邀赴长三角地区授

课，每年开展“一村一龙”展
演，在重要节庆和活动中参

与演出，将非遗文化不断延
续传承下去。

2021年，“小白龙信俗”
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吕巷镇以春夏秋冬四季

为本、24节气为用，根据不同节气
和民俗节日，定期线上线下打造多

元化的小白龙民俗活动，金山小白
龙串起“行走的民俗”在长三角联

展联动，以节兴市带动乡村旅游，
从而将金山小白龙民俗文化旅游

节打造成为吕巷、金山乃至长三角

文旅产业的一张新名片。
吕巷镇党委书记黄辉云表示，

长三角非遗龙狮精品展演是在展
示长三角舞龙舞狮文化，集中展现

长三角各地舞龙舞狮健儿昂扬向

上的拼搏精神的同时，促进

了长三角地区龙狮文化的深
度交流，持续推进长三角地

区传统文化互通互惠、联展
联动。

当天下午，首届金山小
白龙民俗文化旅游节在充满

童趣与欢快的金山小白龙民

俗游园会中拉开序幕。有小
白龙的缤纷巡游；有长三角

“田园五镇”农产品、非遗美
食的品鉴；能亲自体验长三

角各类非遗项目，感受皮影
戏、土布纺织、手工织带、平

湖西瓜灯等非遗的魅力；更
有满是儿时回忆的做糖画、

剪窗花等趣味活动。互动景
点打卡、品尝民俗小食等一

系列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
动轮番上阵，让市民群众重

温昔日乐趣，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

据了解，首届金山小白
龙民俗文化旅游节活动将持

续到 2022年 5月 5日。其间，围绕

“龙主题”，吕巷镇还将开展笔走白
龙绣山川———长三角“龙”图腾土

布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白龙泼墨迎
新春———长三角“龙”主题春联大

荟萃、生龙活虎闹元宵———上元节
民俗“派对”、春唤龙吟“三百里”

———祭龙神 ·祈福以及群龙竞渡

“桃花源”———长三角“田园五镇”
龙舟邀请赛等系列活动，通过一系

列的文化主题活动让“行走的民
俗”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间。

游周末

崇明港西镇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多彩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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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变身“望田书屋”

“美丽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