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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名人IP点亮
新时代“新安山居图”

    黄山市纪念
都市社会学家吴
景超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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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州探索全域旅游建设

打通“断头路”

跃升“网红村”

小昆村位于嵊州与东阳、诸暨交界处，
鳞次栉比的粉红色民居坐落西白山南麓，

有着“小布达拉宫”美誉。曾经，村里几代人
面临“路不通”难题，自从打通了“断头路”，

跃升成为了网红村，吸引不少游客打卡。
自然生态好，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把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以前要挑着茶叶和笋干
沿着村中小路出去卖，现在游客多了，经常

供不应求。”村民邢福荣笑着说。目前，小昆
村正计划与中国美院接洽，建立写生基地，

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同时，建设小型土特产

交易中心，打响民宿品牌，带领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增收致富。

从 2018年开始，长乐镇将农村道路三

年改造提升作为乡村振兴的先行工程之

一，总投资 1.8亿元，至去年，19条农村道
路改造提升全部完成，惠及村庄 27个。去

年，累计吸引游客 2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
农产品销售等经济收入近 4000万元。

乡村“自然风”

引入“金凤凰”

瞭望哨、高山湿地、古香榧、“脚踏三
县”……在长乐镇，太白村自然人文景点丰

富，吸引越来越多客商投资，初闻民宿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培君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虽然不是历史古村落，但是村民的
房屋别具一格，红色的瓦、白色的墙，远远望

去，格外显眼。”李培君说，太白村原生态的自

然环境加上独特的民居风格，让他流连忘返，
投资 400多万元，打造“清悠谷”精品民宿。

在太白村人眼里，这只“金凤凰”让这

个深居山谷的小村落焕发新的活力。村党
总支书记刘炎波介绍，李培君通过与村里

协商，帮助代卖香榧、茶叶等农产品，从鲜
有人问津到门庭若市，不仅每年给村里增

加了 5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还带动了村
里农家乐的发展。“‘清悠谷’给村里带来的

变化显而易见。”

村民邓联播在读大学时患上强直性脊
柱炎，手术后回到老家开起“知竹山居”农

家乐，在“清悠谷”的带动下，半年时间增收
了 3万元。“不用担心农产品滞销，还会将

客人引介到我的农家乐。”

景区“高颜值”

农旅“精品化”

近年来，长乐镇依托西白山“美丽区

块”建设，推进全域景区化建设，利用小昆、

太白、山口等村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环西白
山美丽风景线。

如果说西白山是长乐镇建设美丽乡村
的“主阵地”，那么老镇区就成了实现乡村

振兴的“颜值担当”。眼下，立足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基础，长乐镇有序推进美丽城镇

创建计划，实施 527国道、商业街南延、西

街南延等工程，完善集镇硬件建设。
同时，还以金甬铁路站建设为核心，启

动铁路站站前区块发展规划编制，推进美
树商贸综合体、嵊西商贸楼、美丽城镇建设

等项目。“我们将以‘乡村精品+农林产业+

旅游线路’为建设元素，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带动村庄和产业发展。”长乐镇党
委书记金光明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张峰

■ 长乐镇精品民宿“清悠谷”

    近日，位于南

京高淳区桠溪街道
穆朱家庭农场栽植

的大白菜进入采收
期，菜农们在大棚

里忙着采摘、分拣、
装箱，一派繁忙丰

收景象。同时，为丰

富冬季市场“菜篮
子”，该农场还每天

组织农民加紧采收
各类蔬菜销售市

场，日销量近 2000

斤，并引导菜农及

时抢种生长周期短
的绿叶蔬菜。

高晓平 摄影报道

    他被誉为“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

与闻一多、罗隆基并称“清华三才子”……
12月 4日，纪念吴景超先生诞辰 120周

年座谈会在黄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安

徽等地各界代表及吴景超家属齐聚歙县
古城，共同追忆这位从徽州深山中走出

的都市社会学家，传承先生学术学说、爱
国精神和人文情怀，进一步打响徽州名

人文化 IP，绘就新时代“新安山居图”。
吴景超 1901 年出生于安徽歙县，

1914年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并赴美留学，

以其远见卓识，开创多个领域之先河，尤
其在都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人类学等

方面造诣颇深，是中国 20世纪上半叶研
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扛

鼎之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和主要著作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中，提出了“提

倡公平分配”“大胆利用外资”“外货竞争
不足畏”“对技术不仅能模仿而且能创

新”等见解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至

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吴景超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他曾

说过：“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只是
诚心悦意地加入社会去活动，使我所居

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
乡，再进一步。”座谈会上，吴景超孙女吴

正朋感慨：“爷爷的一生所得，绝不是凭

空而来，也不是单纯依靠个人奋斗就能
够实现的，而是徽州这一片水土滋润和

哺育了爷爷，是中西文化教育了我爷爷，
更是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各种风浪淬炼

出了爷爷的学识和认知。”
“吴景超是从歙县走向世界的学术

巨子，在都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以及社
会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给

家乡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歙县县
委书记李忠在致辞中表示，缅怀先生成

就、追寻先生足迹、传承先生文脉，要深

入挖掘整理先生的人物事迹、历史故事，

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加快乡村振兴步
伐，绘就新时代“新安山居图”。

新安好山水，天下古徽州。黄山历史
璀璨，文化厚重，山水灵动，孕育了国画

大师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社会学
家吴景超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是当代黄

山发展的精神财富。如今，黄山、徽州两

个顶流 IP破冰出圈，正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打开黄山、重塑黄山。

座谈会由民盟安徽省委、民盟上海市
委、新民晚报社指导，民盟黄山市委、黄山

日报社、歙县县委统战部、民盟歙县县委、
清华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新民

晚报社区版主办。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厦
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歙县档案馆的专家

学者，就吴景超的思想成就、家国情怀、时

代意义等交流研讨。 本报记者 范洁

    近日，通州湾新出海口吕四

“2+2”码头进入开港倒计时，
“启吾东疆 ·向海图强”通州湾吕

四起步港区发展研讨会在南通

启东举行。会上，与会专家学者
认为：未来的通州湾新出海口，

将与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
群形成中国长三角港口群“一

体两翼”新格局；吕四起步港区
的成功开港，将让南通进入江海

河湖联运新枢纽时代，通州湾新

出海口步入全球“强港名港”未
来可期。

去年 1月，南通明确以吕四
港作业区作为起步港区，以通州

湾作业区作为主体港区，加快建
设江苏长江集装箱新出海口。
位于启东境内的吕四起步

港区两个十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和两个十万吨级通用泊位工程

（又称“2+2”码头工程），作为通
州湾新出海口的起步工程，仅用

5 个月时间就取得全部报批手
续，2020年 6月 29日全面开工

建设。通用泊位长度 1368米，设

计年吞吐量为 140 万 TEU 及
710万吨。集装箱泊位采用 5G

无人集卡+自动化岸桥+自动化轨道吊装卸工艺，

实现港区作业的全自动化，是全省首个全智能化、
无人化集装箱泊位。值得一提的是，起步港区还将

建设内河转运区、内河航道、疏港铁路、疏港公路等
配套工程，实现“公铁水、江海河”无缝衔接的集疏运

体系。
“通州湾区域区位优势独特，具备打造长江集

装箱运输新出海口的天然优势。”上海社科院原副

院长何建华认为，吕四港要在长三角港口短板新补
位、打造江海河湖联运新枢纽、拓展国际航运系统

新增量、激发南通增长崛起新动能等方面狠下功
夫。开港运营后，应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无缝对
接合作共赢，努力把多重国家战略和“向海向上海”
的交通优势，提升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此

外，在打造集装箱运输世界性大港转变的过程中，
还应聚焦智慧港口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大巴通到了家门口，城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一年有十几万元收入呢！”
每到周五，在杭州工作的周敏都要赶回嵊州长乐镇小昆村，经营一家名为
“西水谷”的民宿，每逢周末“一床难求”。近年，嵊州长乐镇依托山水、人文
资源，发展西白山美丽区块、建设南山湖景区，打造“乡村休闲游、红色经典
游、名人故居游”三张金名片，促进农旅产业“微循环”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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