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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枇杷”带动“大经济”
东湖枇杷给你初夏的甜蜜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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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延续生命，心中充满阳光
运河街道干部杨加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伴着青青禾苗、朗朗书声，上周日，第

二届书香良渚·田园牧歌活动如期而至。

近千名群众齐聚良渚街道港南村乡村公

园附近，参观体验系列农耕活动。古老的

传统文化在体验、休闲、旅游中重现生机，

年轻一代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农耕文化

的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灿若星河，而农耕文化无

疑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星，我国的农耕文

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们脚下的这片

土地更是在五千年前就留下了良渚先民

们的智慧和汗水，也以此树立起了良渚人

‘亲近农桑、耕读传家’的风尚，成为了融

进良渚人血脉里的精神和气质。”良渚新

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江旻致辞表

示，举办“书香良渚·田园牧歌”活动，不仅

是为了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全域美丽”

建设的号召，更是奏响打造“美丽乡村升

级版”建设的最强音，同时，也是为了让耕

读传家的优良之风得到传承和坚守，让好

家风、好民风助推“三个全域”建设。

连续两届农耕节都选择了港南村，这

与港南地处“良渚遗址保护、农田保护、生

态保护”的“三保”地段分不开，原汁原味

的田园风景以及许多珍贵遗址，让港南村

在生态、农耕主题上，具备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良好的先天优势。

举办农耕节活动，既顺应了当地村民

的热切期盼，也有助于唤醒人们对传统农

耕文化的记忆，汇聚起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

量，让野趣港南真正成为让人“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情”的美丽家园。

“书香良渚·田园牧歌”，不仅让农耕、

民俗、老物件活了过来，也让参与者、观赏

者得以从文化的长廊中获得全新的解

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城市，乡村、

乡俗或许会与人们渐行渐远，这样的活动

让都市的年轻人们得以带着父母、带着孩

子在田间地头走一走、看一看，是幸福的

小团圆，也是家文化、孝文化的有力延伸。

本报记者 朱杨健 通讯员 金良瓶

把希望种在良田里
第二届“书香良渚之田园牧歌”活动热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