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农舍变“花园别墅”
村门口添“美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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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嘉定区马陆镇的大裕村，被称为“中国葡萄之乡”
“马陆葡萄起源地”。不过，今年冬天，这座以葡萄种植为主
要产业的乡村，并没有伴随农作物的生长节奏归于宁静。

这些天，村里很热闹，一方面源于农舍翻建工程。“现
在我们村有   多户人家都在翻建新房，其中  多户已经
验收了，可以装修了！”村民吴建平喜滋滋地说。另一方

面，则要归功于嘉源海美术馆——上月下旬，这个由著名
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高颜值美术馆刚刚开馆，为乡村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被纳入上海新一轮“民心工
程”三年行动计划。沪郊乡村的人居环境如何提升优化？
不妨跟随记者一同看看马陆镇的乡村振兴探索。

本报记者 杨洁 文 陶磊 摄

农村人居环境
迈上新台阶

住新房 ·老人盼与儿孙迎新年

聚人气 ·把美术馆当作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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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 松江区新浜镇胡家
埭村 近年来，胡家埭村加

大“田、水、路、林、村”基础设

施投入，打造和美乡村风貌，

全村 7 条河道优质Ⅲ类水

   %，农村生活污水全部纳

管。农民相对集中工作分类

分策推进，对于规划保留区

域，统一风貌、改造提升，提

升农户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 宝山区月浦镇沈家桥
村 注重保护乡村自然肌理，

整体提升乡村风貌，展现江南

水乡特色。村内河道疏浚、河

坡绿化基本完成，农田林网基

本形成，路桥设施全面达标，

道路架空线合杆序化。该村

实施毛家塘、梅园宅沟、陆家

宅一号沟等水系疏浚、固岸，

更新南小塘河坡景观，为游客

提供慢行栈道、皮划艇驿站。

村内美丽“小三园”连点成片，

改造后的东林梅坞种有梅花，

扮靓公共空间。

■ 浦东新区宣桥镇腰
路村 腰路村保留着比较完

整的浦东传统农村的自然风

貌，在“原汁原味”基础上，

该村在环境整治、河道治理、

微景观打造等细节上下功

夫，不断擦亮美丽乡村的“底

色”。清美鲜家、清美味道等

配套服务设施以及为老

服务点、便民服务点

等，让村民享受

“生活小事不

出村、公

共服务在

身边”。

和美乡村
环境更优

截至11月底，上海农村人居
环境优化提升工程所确定的

497个建设项目已全面完成，
部分工作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迈上新台
阶。乡村风貌提升，建成美丽庭

院（小三园）建设10.1万户，农
村架空杆线完成序化828公里。
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改造完成217.6公里，农村

公共服务设施新改建完成790

个。生态环境提质，农村地区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改善人居环境，让村民安居乐

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这边，大

裕村的农民房翻建干得热火朝天；

那边，同属马陆镇的北管村已积累

了不少“组团式翻建”的成熟经

验。事实上，农宅改善民生工程已

在马陆镇“遍地开花”。

走进北管村农民房翻建一期

项目所在的姚家村民组，一排排

“花园别墅”整洁优美，道路宽敞，

路灯、通信网络等配套齐全。这些

农宅外形风貌统一，根据各家的不

同面积，建筑样式有些许不同，但

家家户户都有敞亮客厅，推门就有

如画景致。

北管村村委会主任邵伟梁告

诉记者，一期项目共56户，2021年

建成。二期项目涉及四个村民组、

139户，到今年年底，房子都能建

好、配套设施也到位了。“今年年夜

饭，老百姓可以到新房子来吃了！”

邵伟梁坦言，虽然原来的房屋

都老旧了，但刚开始村里说要“组

团”翻建，村民肯定有顾虑。“为此，

我们开了五十几次意见征询会，一

遍遍沟通方案。我们还租了两辆

大巴，请每户人家派一名代表，去

我们嘉定区华亭镇甚至江苏省无

锡市等地考察，看看他们的新房建

得怎么样。”农宅翻建期间，村里还

找来20个集装箱，免费供村民存放

旧家具。

房型什么样、施工质量如何、

价格实惠吗……村民们几乎每天

都要去工地看看。一期效果非常

好，二期、三期也顺利开展。

“15.5米！”这是两排房屋的前

后间距，也是一期村民沈福兴最满

意的地方。“以前老宅是‘寸土必

争’，挤得小汽车开不进村，现在每

家每户门口都有2个车位。”

在二期，村民童志浩今年78

岁，在北管村生活了一辈子。上个

月，他们全家迫不及待地搬进崭新

的花园别墅。“要在新房里过新年

了！”童志浩笑眯眯地告诉记者，新

房共有三层楼，三代人各自一层，

全都住在一起。“以前孩子都在外

面租房住，新房建好后，他们都说

‘回家回家’！”

稻田与绿荫间，一南一北两个相

对独立的长方体建筑，展现了安藤忠

雄一贯的自然风格。这便是大裕村的

新地标——嘉源海美术馆（见左图）。

要为村民营造舒适的人居环境，除了

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条件，也离不

开精神文化等“软实力”的涵养。对

此，大裕村正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升级

版”，“颜值”“气质”双提升。

进入寒冬，紧邻美术馆的金色

稻谷已被收割，但却丝毫不影响市

民游客打卡的兴致。记者采访当

天气温跌至冰点以下，一楼书房、

二楼咖啡馆都坐了不少人。兴奋

的年轻人仿佛不畏寒冷，一次次推

开门，到露台上取景。半空中，数

架无人机环绕美术馆，变换着航拍

角度，要留下它最美的模样。

马陆镇党委书记陆铁龙把嘉

源海美术馆比作一把金钥匙，因为

“它能为乡村振兴解锁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美术馆开幕当天，包括

吴建平在内的不少村民都去了现

场。他们也想看看，这个美术馆里

到底有些啥？他们都期待着，慕名

而来的人们为大裕村的乡村振兴

带来更多机遇。

“由世界级建筑大师设计的美

术馆开在乡村，恐怕在上海还是第

一个，在全国范围也比较少。因

此，如何用好这座高规格美术馆，

也是我们不断思考的重点。”马陆

镇文体中心主任金美华说，一方

面，是要发挥好社会美育的功能，

开展融合郊野与艺术等各类文化

活动；另一方面，依托美术馆的高

人气高流量，解锁乡村振兴与周边

区域发展。“马陆本身是嘉定新城

核心区，市民来嘉定看什么？自然

生态和艺术气息相融合的大裕村，

一个新城里的新农村，我想会是一

个亮点。”金美华说。

马陆镇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

一系列探索，也是上海乡村振兴实

践的一个生动缩影。

据了解，上海将高标准建设

“美丽家园”，让农村更加和美宜

人；高质量建设“绿色田园”，让农

业更加绿色高效；高水平建设“幸

福乐园”，让农民更加富裕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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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为嘉定区大裕村环境优美

2\图为

3\图为第一批组团式翻建项目姚家村民组，村民在自己门口晒衣被

杨洁 文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民生十实：新农村

护生态 ·田成块林成片水成网

村貌整洁、道路平整，应该是

不少人走进大裕村的第一印象。

“田成块、林成片、水成网”，是它宜

人的生态肌底。“小飞莹”“云梦渚”

“客杉饮香”等7个景观小品，则体

现了设计者的巧思，成为村道两旁

的一抹亮色。

大裕村是嘉定第一大村庄。

大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

叶青介绍，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为契机，大裕村围绕村庄布局优

化、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环境和风貌提升等，优化人居环

境，打造宜居乡村。

“比如，在‘增绿’方面，我们沿河

流、道路集中建设生态林带，形成

16000平方米大林环、小林盘的林地

格局；在‘治水’方面，基于原有水系

生态，全面深化河长制，开展水系沟

通、绿化护岸、水质优化、污水纳管等

系列行动。”杨叶青说。村内基础设

施建设也逐步完善，两条主干道大治

路、刘石路，共更换加装路灯142盏，

覆盖约5000米，照亮周边2000余户

村民的回家路，消除安全隐患。

“不过，如果房子破破烂烂，公共

区域建得再好也没有用。”马陆镇农

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周颖坦言，大裕

村的不少农宅，都是20世纪80年代

至90年代所建，遇到暴雨天气时常

出现漏水、开裂等情况。为了补好

宜居短板、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大裕

村启动农房翻建工程，遵循村宅整

体规划，在村民自家住宅原址上，按

照宅基地面积大小“原拆原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