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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西三镇”村书记齐取共富经
长三角示范区“创新工场”聚焦“大保护和共富”

区新面孔绿绿

这条市域铁路
以“示范区”命名

根越角吴吴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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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蜿蜒而过，村舍错落有

致，水街繁华热闹……青浦区赵
巷镇有个和睦村，紧邻奥特莱斯，

每到节假日不少人专程来打卡，
这里俨然成了网红村。相传，和睦

村里穿村而过的河道上，原本没
有桥，后来河东河西的人家出资

造桥后，两岸互通，村里热闹了，

大家为此桥取名为“和睦桥”。如
今，这个故事被画在了和睦水街

沿岸农户家的墙面上，以此寓意
着，敦亲睦邻、安居乐业的美好愿

景在这里成为现实。

行走在徐泾河两岸，可以看
到极具设计感的桥梁横卧河上；

百余平方米的木质亲水平台，白
天可赏景，夜晚变成大舞台；若是

逛累了，就在咖啡馆、乡村书吧里
歇歇脚；玩得不过瘾，还能在新建

好的民宿里住一晚。走之前，去红

豆生活馆里兜一圈，尽情买买买

……吃穿住行全都有，这个取名

“和睦”的商业水街盘活了村里的
资源，还带动村民增收，使得和睦

村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乡村出现滨水商业街，这背
后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故事。和

睦村南临 G50高速，西临百联奥
特莱斯，东西向连接大虹桥核心

区和青浦新城，区位优势明显。不

过，以前发展程度并不高。“缺项
目、缺整合，乡村旅游产业搞不起

来。”和睦村党总支书记俞林辉告
诉记者，以前村里没有拿得出手

的旅游项目，也没有民宿，游客来
了留不住；村里有大片苗圃林地，

但并未整合形成旅游资源；水资

源丰富，但无法形成亮点。
为了改善村貌、打造产业，镇

里、村里都做了很多努力。后来，

和江苏红豆集团合作打造了和睦

水街。和睦村在河岸沿线丰富绿

化植被近 2万平方米，打造绿野

休憩区 35亩，整治河道 2.6公里，
新增人行桥 1座，装饰村域内 5

处桥梁，改造了徐泾河两岸共 37

户农宅，同时在尊重村民意愿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引入适合在水
街发展的产业，推动和睦村产业

转型升级。

“我们想通过打造水街上丰富
的商业形态与商业体验，把奥特

莱斯等周边商圈的消费者及市西
软件信息园的产业人群转化为客

群，引流到村里，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俞林辉告诉记者，未来和睦
村还将进一步在 G50高速、轨交

17号线沿线打造一块距离上海市
中心最近的生态景观稻田，并以

此为基础建设一个超过 740亩的
农业文化主题公园，发展更高品

质的乡村旅游业态。

本报记者 杨欢

一个是流域治理，一个是共同
富裕，乍看之下两个“不相干”的话
题，却因为“多方参与、多元治理”
的共鸣，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交集。
政府、企业、社会资本、村集体、村
民，在一体化共富之路的探寻、高
质量生态文明的共建中，应该扮演
怎样的角色？一场关于“大保护和
共富”的讨论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引起了各方的
关注，其中就有来自朱家角、练塘、
金泽“青西三镇”的十多个村书记，
特地赶到“创新工场”的他们，又会
取得怎样的“共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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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和睦村

    连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和虹桥主城片区，
设 8座车站，可与上海轨交 13

号线、17号线换乘……近日，上
海示范区线选线专项规划（草

案）开始公示，这条以“示范区”
命名的市域铁路，将为“长三角

人”的出行提供更大的便利。

公示内容显示，上海示范区
线东起上海市虹桥主城片区，西

至水乡客厅，途经闵行、青浦两
区，衔接江苏省规划水乡旅游线

以及浙江省规划嘉善至西塘线
等线路，可与上海轨道交通 13

号线、17号线等线路换乘。

线路线长约 50公里，主要
沿北青公路、外青松公路、沪渝

高速、沪青平公路走行，设置 8

座车站，分别为芳乐路站、徐乐

北路站、赵重公路站、华青路
站、青浦新城站、朱家角站、西

岑站和水乡客厅站（站名均为
暂命名）。

从公示图中可以看到，线
路中水乡客厅站的规划位置大

体处于沪苏交界处金泽古镇附
近，可以有效辐射两地居民的

出行。在《江苏省“十四五”铁路
发展暨中长期路网布局规划》

中，水乡旅游线已被纳入开工

项目，上海示范区线与水乡旅
游线城际衔接后，整条线路周

边的居民都将受益。
根据规划，线路在虹桥主

城片区、青浦新城以及水乡客
厅按地下敷设方式进行规划控

制，其余区段按高架敷设方式

进行规划控制，具体敷设方式
在设计阶段进一步明确。本次

规划对沿线涉及市政交通设施
进行同步控制。全线设置 1处

车辆基地，2处主变电所，4处高
架车站附属用房，具体方案及

具体敷设方式在设计阶段进一

步明确。
而随着上海示范区线的加

入，加上列入省“十四五”开工
项目的水乡旅游线城际、苏淀

湖城际以及在建的沪苏湖铁路
等，沪苏两地交通线网越来越

紧密。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多条

铁路交会，苏浙沪的轨交也将
更紧密地连接。2020年召开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开发者大会上曾提及，苏

州 10号线、上海 17号线、嘉兴
3号线，将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水乡客厅汇集，实现三地轨

道交通的贯通串联。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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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参与 各方受益
洋家乐的风靡是从裸心集团

创始人在莫干山中的一次骑行开始

的。机缘巧合，一个来自南非的“老

外”遇见了风景秀美却空心许久
的村落，遂和学建筑的夫人从村

舍的保护和改建着手，掀起了一
股追寻简单生活方式的民宿风。

因地制宜、融于自然，一栋栋
坐落于山间的民宿，和随之而来

的人气，把昔日破落的村庄变成

了游客趋之若鹜的网红打卡点。
“长三角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区

域，民众的心态是非常开放的，早
期在做洋家乐的时候，并不是每

一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接受的，而

长三角以一个包容度去接受。”裸

心集团首席品牌官徐嫣蔚说。
结合多年运营经验，她给出

了关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建
议。“我认为共富之路也好，一体

化也好，重要的是多方联动和协
作。企业、村子、村民、环保组织，

尽管大家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

是融合在一起，从多个维度去看，
探索出条不一样的路，而且这个

路径里所蕴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
的，能够让各方都受益。”

水的问题 根在岸上
“流域治理不仅是环保问题，

问题在水里，根却在岸上。”从太

湖治理的 1.0版本到 2.0版本，多

年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世界自然基

金会（WWF）上海区域主任、同济
大学教授任文伟一语中的道出了

流域治理的问题：不能只考虑水
的问题，需要人们改变生产、消费

方式，需要和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吸引企业、社

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参与。

这一观点在南京黄龙岘村的
实践中，得到验证。从无人问津的

“穷山窝”到“金陵茶文化旅游第
一村”，这个长江流域小村子的发

展离不开环境的保护。“有的村民
问，保护长江和我们有没有直接

的关系？我就说，我们喝的水取自
长江，怎么没有关系？”村里的环

保达人吴纪全用多年的宣讲，慢

慢影响着村民，让环保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
黄龙岘村的发展是“美丽经

济”的代表作。村支部书记唐国庆
说，在可持续生态保护方面，多方

联动非常重要。“在政府机构的支
持下，连接村委会、国企、社会组

织，包括环保机构、项目共建事业

单位、公益伙伴、高等院校等资
源，加上村民自身的努力和意识

的提升，才有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保护。”

各扬所长 静待花开
因为江豚保护，扬州广陵沿

江村 1592个渔民“上岸”，由此带

来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如何解决？

大地风景规划院给出了“微笑沿

江”的方案，通过江豚大 IP 的打
造，让渔民们转吃“文化饭”。

这样的分享，让练塘镇太北
村书记张欢峰感触颇深。“太北村

在太浦河的北岸，自然风光、传统
社区保存得都比较完整。我们首

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环境保

护好，把农产品保护好。我们是华
东茭白第一村，6000 亩 3000 万

斤左右的产量，等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相信会有公司、项目看到我

们。自己锅里面的肉烧得香了，肯
定会有人闻到，哪怕弄堂再深也

会有人进来。”
“我们希望有一个可以将村

庄整体打造的团队，但村里目前
还没有什么特色产业。”朱家角镇

淀峰村书记陈玉林的困惑也是不

少江南村庄的困惑。
“要沉住气，从实际问题出

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曾经用
30万“水基金”撬动 6亿资本，让

余杭青山村成为因内生动力走向
共同富裕样本的万向信托创新研

究部褚庆鑫博士说，在调集资源，
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中，说

不定就能找到适合村子发展的道
路，而当项目来临时，要做好准

备，这一定会是个长期项目，要把
村民的利益设计在内，要有运营

团队，要让所有村民理解这个事
情，“人”往往才是村子可持续发

展的内生动力之源。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