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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之间穿越古今
自主转向、变道，遇到车辆加

塞自动减速避让……一辆外形时

尚的自动驾驶小巴载着采访团，行

驶在松阳街头。2023年9月，丽水

市首批L4级自动驾驶公交车在松

阳上线，乘坐无人驾驶公交车成了

市民游客智慧出行的新选择。与

传统公交车不同，自动驾驶公交车

只需配备一名安全员，在起始站选

择路线和目的地，车辆就能进入自

动驾驶模式。

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的

松阳县，是浙江省智慧交通产业发

展试点县。近年来，松阳县通过打

造自动驾驶、数字公路、交旅融合

三类智慧交通应用场景，系统谋划

以智慧交通为核心的综合交通百

亿级产业发展。

2021年9月，松阳县与百度智

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百度

松阳交通生态办公中心、浙江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公路应用技术

研究中心分中心等一批产业科创

孵化平台和服务机构相继在此落

地，初步形成智慧交通产业发展的

良好生态。

三年来，由百度、康佳等链主

企业带动，新石器无人驾驶商用车

整车生产项目、于万智驾无人环卫

车、城光联链新基建、荆虹科技智

能座舱等一批核心产业链项目，文

远知行、大乐致行等一批智慧交通

全过程服务生态链企业纷纷落子

松阳，近140家综合交通产业相关

企业在此集聚发展。

如今在松阳，以科创中心为产

业创新孵化器、以智慧交通馆为综

合展示平台、以特色产业生态工业

园区为支撑平台、以智慧交通产业

学院为人才培育平台的“产创研、

政校企”六位一体智慧交通产业集

聚之势已初步形成。

“这趟来到‘最后的江南秘

境’，可谓大开眼界，感触良多！”在

广州日报社编委冯镜明看来，传统

与现代的反差感是松阳带来的最

直观感受，“白天采访团还乘坐无

人驾驶汽车穿行在松阳宽阔的柏

油马路上，晚上就徜徉在拥有浓厚

历史文化气息的松阳明清老街，仿

佛是在一日一夜之间穿越了古今

时空”。

老屋焕新承载乡愁
松阳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

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县内现

有100多座结构完整、风格各异的

传统村落，国家级传统村落78个。

当古香古色的村庄遇到艺术，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采访团来

到位于松阳大山深处的叶村乡膳

垄村。呈阶梯式依山而建的村庄，

分布在溪流两侧，多为黑瓦黄墙，

古朴厚重。立于竹山之中，宛若游

龙的玖层云水美术馆，吸引了采访

团的注意。

六年前，松阳启动“艺术助推

乡村振兴——百名艺术家入驻乡

村计划”，广发“英雄帖”，挖掘全国

各地艺术家人才入驻，推动乡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以艺术助推传统

村落的发展。

玖层云水美术馆的建筑源自

村中三座破旧老屋，经改建后焕然

一新。行走在美术馆“龙脊”之下，

采访团和玖层云水美术馆馆长杨

洋交流着对艺术乡建的理解。

随后采访团来到三都乡杨家

堂村。村内20多幢古民居沿着山

势层层排列，黄墙、檐角错落有致；

村内巷道由青石阶和鹅卵石铺就，

蜿蜒而下，在阳光中折射出古村的

魅力，吸引采访团频频按下快门。

杨家堂村始建于1655年，被

誉为“江南的布达拉宫”，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有11栋

古民居被认定为历史文化建筑，如

宋氏宗祠、五龙社庙等。

虽然村内的古民居具有相当

的文物价值，但历经岁月沧桑，大

多已破败不堪。每次遇到台风大

雨天气，村干部都要上门转移村民

到安全地点避几天。无论从文物

保护工作角度，还是从居住安全角

度，修缮都刻不容缓。

2016年，松阳县被确定为“拯

救老屋行动”项目整县推进试点

县。按照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原

则，项目对原本坍塌破败的老屋进

行修缮，不仅有效保护了年代久远

的文物建筑，还对周边环境进行整

治。依托古村落和老屋的独特资

源，凭借“推开窗是山，抬起头观

星”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杨家堂村

逐渐成为人们乡愁的寄托。

“这次来到松阳，的确不虚此

行。让岁月慢一点，让我们生活的

节奏闲一点，这是此次来到松阳最

大的感受。”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

城晚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副总

编辑胡泉在探访松阳古村落中，深

切体验了它的民情、民风、民俗，

“我非常想在这里多待两天。在这

里把心静下来，把生活沉淀下来”。

古村书写共富故事
在有近600年历史的三都乡

松庄村内，横亘在山溪之上的石拱

桥，是村子的标志性景观，吸引采

访团在桥旁打卡拍照。

过去，松庄村空有一座座土房

子，配套设施近乎为“零”，原住民

纷纷外出打工。近年来，松阳县探

索实施“三乡人”共治共富机制，打

好党建引领、乡情乡愁、乡村治理、

抱团发展等“组合拳”，全面激发原

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主动性创造

性，探索走出了一条山区乡村的共

治共富之路，让几乎湮没在岁月中

的古村落迎来转机。

“松阳被称为‘古典中国的县

域标本’，这让我想起了刚刚申遗

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两者都有着非

常明确的定位。”北京晚报副总编

辑谢星文对松阳的古村落印象深

刻，“有来自北京的艺术家打造的

美术馆，还有来自上海的创业者打

造的高端民宿。通过艺术赋能，让

村落有更多文化的意味，带动了文

旅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开发模式”。

“松阳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有

着‘县域样本’的称号。在长三角

地区，安徽有着非常好的自然条

件。”安徽日报社编委郑汉江表示，

“松阳的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一个

启示：怎么充分发挥自然禀赋，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坐落

于海拔850余米的悬崖峭壁上，因

地处山谷，与外界隔绝，村中一年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云雾缭绕，形成

了独特的“崖居”奇观，成为旅游热

门打卡地。

而在十多年前，陈家铺村因为

山高路远，产业发展十分受限。

2016年，古村迎来新发展机遇，被

誉为“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的

先锋书店签约陈家铺，命名为“陈

家铺平民书局”，这也是陈家铺村

引进的第一个大项目。书店给陈

家铺带来大量“粉丝”，当年国庆假

期，游客就超万人。

投资商也纷至沓来，除了一批

高品质民宿先后在此落地外，村里

还植入文创基地、乡愁食堂、茶文

化空间等多元化乡村业态，打造出

别具一格的诗画意境，为游客带来

消费新体验。

“浙江正在打造共同富裕示范

区，松阳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

样本。”澎湃新闻副总编辑黄杨认

为，松阳体现了两种融合，一种是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融合，另一

种是“留得住乡愁、看得见机遇、找

得到发展”的路径的融合，“对当下

开展新农村建设来说，松阳是一个

非常好的发展启示”。

文物探源延续文脉
自秦汉至唐宋时期，松阳县的

文化遗存丰富，各个时期的文物皆

有出土。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

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形成了门类齐

全、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散落

在松阳县城周边与各古村落之中。

延庆寺塔，是松阳的标志性

建筑物，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公

元   年），是江南诸塔中保留最

完整的北宋遗物，素有“江南稀宝”

和“浙江第一塔”之美誉。延庆寺

塔采用楼阁式砖木结构，属于唐风

宋塔，经过一千多年风雨洗礼，塔

身微微倾斜却屹立不倒，反而增添

了另一种魅力，因而得到了亲切的

绰号——“东方比萨斜塔”。

松阳黄家大院坐落在松阳县

城附近的望松村，始建于清同治年

间，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置身于

黄家大院内，采访团沉浸式探索浙

南民居精湛的木雕艺术。

黄家大院现存三组规模宏大

的建筑，历经黄中和祖孙三代六十

余年修建而成。同治年间修建的

“武技楼”，光绪年间修建的“竹菊

轩”和“梅兰轩”，民国十年修建的

“集成堂”，坐北朝南呈三列整齐地

排列在大院中。黄家大院的各幢

建筑表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轨

迹。规模宏大的建筑布局、巧夺天

工的木雕艺术，充分体现了能工巧

匠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堪称浙

南民居的典范。

“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感到很

自豪。”潮新闻 ·钱江晚报编委陈欣

介绍，像松阳这样的县城，在浙江

其实有很多，“但松阳的发展很好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我认为松阳是一个非常好

的浙江县城发展样本”。

“以前，这片秘境更多的是作

为自然秘境存在，今天，这片秘境

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城乡融

合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典型。”中国

晚报工作者协会执行会长、学术委

员会主任朱国顺表示，在茶田里、

民居中感受到了松阳在城乡融合

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还看到了松

阳在智慧交通方面的生机勃勃。

“我想每一个走进松阳的人，都会

深切感受到这片秘境所体现的融

合发展之美。欢迎大家来到松阳，

感受中国城乡融合一体发展的美

好未来。”

“沪苏浙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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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
单元，当前中国经济承压前
行，对优势县域经济发展路
径和经验进行解读，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10月10日—
12日，“看城乡融合发展之
路——主流媒体社长总编松
阳采访活动”在浙江省丽水
市松阳县举行，来自中央及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主
流媒体社长、总编辑和资深
记者编辑走进松阳，通过调
研和采访，展现“松阳统筹城
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的县域案例。

本报记者 吕倩雯

看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之
路

▲▼ 采访团体验无人驾驶、参观黄家大院 裴玙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