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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城镇

本报记者 史春波 胡芸

省 美 丽 城 镇 办 指 导

“缘溪行，忘路之远

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

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

英缤纷。”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

的一首《桃花源记》，千百年

来，被人吟诵，更引发着人

们寻找一方理想的净土，陶

先生的世外桃源在哪里？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

个桃源梦。而嘉兴市南湖

区的凤桥镇，就是真实的桃

源存在。

初夏的凤桥，满岸的桃

树，又挂满了果实，这不仅

是芳草鲜美的桃源风景，更

是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凤桥镇副镇长徐灵浩说：

“在打造新时代美丽城镇过

程中，一个宜居、宜业、宜游

的千年凤桥正逐渐展现。”

梅花洲里赏桃花，三星村里品蜜桃，联丰村里听故事

在南湖凤桥收在南湖凤桥收藏一段桃源时光藏一段桃源时光

凤桥镇桃花景观

江南风韵更浓了

花馥郁，树葱稠。最近，南湖区凤桥镇梅花洲最美风光

喷薄而出。

梅花洲，种的不是梅花，而是桃花。

这是一个浪漫的名字，因为形状像一朵梅花而得名。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一方土地的地势巧妙地分割成一

洲加五瓣，从高空俯瞰，婉若一朵盛开的梅花。

在当地，更多的人喜欢称另一个名字：“石佛镇”。

它的历史，就和一座石佛古寺有关。南朝定宋永初三

年，石佛寺始建在此，到了唐肃宗至德二年，在寺基挖出了

四尊石佛。古寺历经了沧桑后，在前几年得以重建。

但是，经历了 15 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梅花洲地块河道

肌理依旧保存完好，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梅花洲虽是AAAA级的景区，复原了江南的味道。但

它没有景区的喧闹嘈杂。这里依然是千年前，桃花源般的

安逸。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看看江南的水，煮一壶茶，闻一

道香，春天里，去看万亩盛开的桃花，或者摘点蔬菜，去田野

生火，做一锅乡村饭菜。

如今的梅花洲，河道依然曲折潆绕、纵横交错，石佛寺

钟声悠悠，两株千年古银杏伫立遥望，三步两爿桥藤蔓环

绕，每天，来自各地的游人前来踏踏青石板，走走老弄堂。

似乎，人们对桃源生活的向往都可以在这里满足。

眼下，梅花洲老粮仓改造基本完成规划，将成为南湖区

凤桥镇的城市客厅，展示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

年轻人更有作为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里一句诗，被一家民宿用

作名字——“灼华”，这是在凤桥镇联丰村。

民宿门前是一条河，一大片的草地，一派江南的田园风

光。有城里人还赶来拍婚纱照。

年轻人回来了。住在17号的童雅明，从城里回来自己

开了一个农家乐。小伙子每天要接待十几桌的客人，在家

一年就能赚几十万。

在凤桥镇，像童雅明这样返乡的年轻人还有不少。这

一波“后浪”的创业劲头，为凤桥的发展注入更强的“青年力

量”，是一代又一代的新作为。

曾经的联丰村，几乎家家户户养猪，到处是猪圈，脏乱

差。短短的几年，联丰村容貌大变，恢复了江南的清秀。

“我们在不改变原有面貌的布局下，将农户家中的废旧

砖块和瓦片加以利用，打造庭院景观。”联丰村党委书记李

正峰说，村里还把占地3.2亩的村民自留地改造成桃花岛。

联丰村有王祥里、巢家园、阙家头、郭家堰四个古村落，

耕读传家，绵延不绝。

前年，面积300平方米的联丰村村史馆在王祥里建成，

展示的是联丰村的发展演变史以及联丰村历史名人的文化

资料。世代以来，先贤们在这里定居，用精神感召着后人。

村庄的灵魂，还有红色精神。

联丰村，还是南湖区红色精品线路的重要一站。现在，

凤桥镇以联丰村为主要景点，将红色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

有机融合，与永红村等共同串成了一条美丽乡村红色精品

线，迎来一批批的客人。

“这几年联丰村凭实力‘圈粉’，去年共接待游客就有

35万人。”联丰村党委书记李正峰说。

产业发展更强了

三星村的码头，是通往梅花洲的。有游人划船而来，看到

的是一片片的桃林。房前屋后，春天一到，桃花烂漫。

这是桃花源记的画面。

近百年来，凤桥镇三星村就是属于桃子的。摘桃，品

桃，赏桃花，酿桃子酒，做桃花源里人，似乎一切和桃有关。

在凤桥，三星村是最早种植桃子的村庄，现在也是面积

最大的，有 3000 多亩。桃子成为村子的产业。几十年来，

二十多个品种更迭。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介绍，三星村

水果产业已经由粗放型转向了精品化高端发展，从拼产量

转向拼质量。他们从上海、无锡、宁波等地引入水蜜桃优质

品种，并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改良。截至目前，全

村已拥有20多个水蜜桃品种，在江浙沪一带小有名气。

每年7月，村民在自家屋边零星摆设的摊位上，一个个

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吸引着来往的人

群。总有一些人停下车子，来到摊前询问、品尝。

“我们的水蜜桃都是要事先预订好。”徐利军说，如今

村里也在整合资源，通过网上把水蜜桃卖得更远。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产业是发展的根。在长三角区域进

入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东临上海、西靠杭州的嘉兴南湖区

凤桥镇，不仅以桃为媒，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更是着力

打造“产城融合创新高地”，吸引更多“高、尖、精、特”项目落

地，目前，已有超亿美元项目、超30亿元项目相继在此集聚。

“烟雨江南，桃源新城”。一幅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

人文美、治理美的美丽城镇新画卷正在凤桥徐徐展开。

江南风韵凤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