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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当你走进传承着千年古文化的江

南镇，面对着神奇秀美的山川和沁人心脾的碧水，你会发现，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崇尚自然，钟情山水。

江南古村落群位于富春江南岸天子岗北麓，离桐庐县城

16.5 公里，“易理深澳”“清莲环溪”“孝义荻浦”“和合徐畈”

“山水青源”五个古村落被一条应家溪串珠成链。古村落内水

系复杂多变，140 多幢明清建筑和 60 多幢民国建筑依水而

建，是杭州地区乃至江浙沪地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经过近

几年的整治，村内路畅屋洁水清景美，现在已经成为了桐庐旅

游的又一张金名片，而曾经的沧海遗珠现在又再一次地焕发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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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古意浓。在桐庐县致力于打

造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管委会积极鼓励农

民进行转型创业。牛栏咖啡、猪栏茶吧等

由农业面源整治关停后转型升级的第三产

业在古村落悄然落地，这类服务业充分利

用 民 间 老 古 董 进 行 室 内 外 改 造 ，“ 黄 鳝

笼”“泥鳅笼”“鸡罩”的灯具，汤瓶、腰子

桶、豆腐架、石磨盘的工艺摆件，猪食槽的

洗手盆等，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

到浓浓的古意及创意，可以说牛栏咖啡、猪

栏茶吧就是当地民俗民风的陈列馆，成千

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仅猪栏茶吧的年收

入就可达 100 万元。

梧桐栖凤揽创客。优美的村庄环境、绝

佳的创业条件吸引了一众“80”“90”乃至

“70”后的创客来到古村进行创业。荻浦花

海（小火车）、玫瑰鲜花饼、未舍农家乐、荻

浦乡村图书馆等涵盖了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的服务行业都在古村落地生根。此外，在古

村还有一批大爷大妈创客团，他们用自己的

传统手艺制作米粿、冻米糖、油饥、油汆粿

等江南传统小吃，受到了来往游客的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有一处售卖冻米糖的摊位

2017 年年收入 30 余万元。截至目前，古村

落农家乐数量已达 93 家，年接待游客 18.5

万人次，整个古村落正逐步从美丽资源向美

丽经济进行转变。

络绎不绝赏美景。随着江南古村落景

区开发建设有序推进，基础建设、招商引

资、产业发展、业态培育等方面均有突破，

景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客源市场更是逐年

拓 展 ，游 客 人 数 逐 年 递 增 。 江 南 古 村 落

2017 年全年游客达 178.53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10206.15 余万元。江南古村落已经

成为了桐庐旅游的必到之处，应家溪、清源

溪、深澳大塘等已经成为了古村落旅游的必

游之地，可以说从前的江南古村落依水而

成，依水而兴，现在的江南古村落因水而

富，因水而名。

腾笼换鸟促转型
人水合一优古村

应兆丹 施银燕

立章建制，守护古风貌。成立桐庐县江

南古村落风景区管委会，由县政协副主席任

管委会主任，由该管委会专门负责古村落日

常工作。凡涉及到古村落新建、改建、增建设

施的均须管委员审核后方可实施。同时，制

定古村落保护专项规划，从科学的宏观的方

法给予古村落开发和保护指明方向，划定保

护范围，明确引进商业模式等，在保证风貌的

同时发展古村落经济。

地毯搜索，重绘古水系。为进一步改善

村内古水系环境，管委会组织专项工作组对

村内水系进行地毯式摸排。工作组深入村

内，对照原有老旧地图，并根据老一辈村民口

述，结合实际重新绘制了古水系图，重点标明

地下水系部分，同时通过塑料瓶拉线的方法

验证地下水流向和地下部分长度，对不能顺

利使用塑料瓶拉线的做重点记录，列入地下

水系疏浚范围。

村规民约，共护古村落。该镇 5 个村均

已将古村落保护纳入村规民约范畴，并明确

规定禁止一切危害古建筑、古水系、古树等的

行为。同时，成立古村落保护小组，每村选派

5-8 名有威望的人担任小组成员，对古村落

进行日常巡查。此外，还将村内水系分为若

干部分，由村干部或党员担任水系长，片区与

人一一对应，并且签订水系保护责任书，明确

水系长责任，进行每日巡查，确保水系水质澄

清无色、无漂浮垃圾等。

下马看花细摸排，人水和谐护古风

修旧如旧复水系。管委会根据前期绘制

的水系图，标注重点清淤位置，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修缮疏通。对周边开阔无遮挡且均为淤

泥堵塞的如荻浦村月牙塘进行消防高压水枪

清洗，对无进水或进水不畅的如荻浦村屠家

塘进行上游引水改造疏通水道，对周边民居

较多水系折弯多的则采用人工清淤法。同

时，采用当地石料或老房弃用石料对部分损

毁水渠进行修缮，尽可能保证水渠风貌统

一。截至目前，总计疏通水系10处3000米，

修缮水渠7处约5000米。

开源引水活水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为确保古水系清、洁、畅，

管委会工作人员根据水系流向倒查源头，并

且根据各源头水系实际情况制定整治方

案。其中，投资 250 万元对主水源应家溪、

洋 婆 溪 及 周 边 水 塘 进 行 清 淤 ，清 淤 量 达

4500 立方米。同时，分部实施黄坪坞、大坞

桥、小水顶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青源溪、应

家溪环溪段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项目，在

确保古水系水质的同时，结合堤防修建、岸

边绿化等工程，使江南古村落所有水系达到

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截污纳管清水系。古村落在完成桐庐

县全县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的基础

上，在村内进行挨家挨户排查，确保毛细管

网无一例外全部准确到位，从源头做好水系

水源保护工作，使水系水质从内到外洁、

清、净。同时，引进社会资源进行第三方运

维，“互联网+”智慧平台进行监督，确保污

水处理设施实效。目前，环溪村双桥处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成为环溪旅游必到点

位，同时也是该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行政村

全覆盖的缩影。

凤凰涅槃强基建，人水共生靓古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