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
更多美好城镇
尽在小时新闻

本报记者 胡芸 通讯员 凌彩英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曾寻

桃花源而不知所迹。

位于衢州常山县城东北 21 公里的芳村镇，素

有“世外桃源、养生福地”之称。这里芳草鲜美、青

山环绕、溪水潺潺；炉山庙、水阁亭、四连井，诉说

着千年历史沧桑。

眼下，芳村正在进行一场镇村融合、产村融合、景

村融合的实验。“这不是简单的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建

设升级版，而是通过各类生活场景的塑造，打造一个以

人为本、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文化积淀的现代‘世外桃

源’，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芳村镇党委书记

金雪白的几句话，勾勒出了芳村的未来。

复活宋朝老街，谋划未来社区

浙西古镇芳村的一场“未来实验”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8.3 星期一 责任编辑：毛剑雷/版式设计：王少锋/责任检校：朱少川2020.8.3 星期一 责任编辑：毛剑雷/版式设计：王少锋/责任检校：朱少川 9

·美丽城镇

浙西千年宋镇
和杭州有段不得不说的往事

到了芳村，势必要去古街走一走。

900 多米长的古街坐落于芳村集镇中心，始建

于北宋重和元年，分上街、中街、下街三段。上街有

延禄山房、吟香别墅、临川书屋等以文化教育为主的

建筑；中街以各种店面为主；下街则是饭店、酒肆、旅

店等休息食宿之地。沿着古街南行至尽头，便是水

阁亭，亭外是埠头，也是钱塘江源头的重要节点，船

来筏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山里的毛竹、木

头，淳安、开化的山货、手工品、茶油，从这条水路运

往杭州。

53 岁的箍桶匠范玉忠蹲坐在自家铺里，推动着

手中的刨刀，低着头忙得不可开交，在他身旁，木桶、

米桶、脸盆做工精细，浑然天成。不少路人被这长久

未见的手艺吸引，驻足观摩。

范玉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居住于古街，“那

时的古街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市场，是整个芳村最热

闹的地方。”在他的记忆中，天一亮，古街便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吆喝声不绝于耳。

后来，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河流的改道，古街

繁华不再。飞扬的尘土，年久失修的老屋，古街一度

似睡着了一般沉寂。

2017年，一场以古街为中心的提升和修缮在当

地开展起来，“上改下”、路面修复、道路提升改造、雨

污管道铺设、房屋外立面及内部结构修复，经过一年

的努力，古街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保护古街，就是留住乡愁。保护修缮是按照修

旧如旧原则进行的，在充分尊重原住民前提下，保存

生活气息。”金雪白说，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环

境的提升，古街人气渐聚，沿街分布的古建筑、传统

手工艺作坊和民俗商店，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镇里也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各类商户进

驻，同时引导当地村民积极参与到业态的布置中，完

善古街各类商业形态。

户户都能有分红
小香椿变成了“摇钱树”

“深山沟、荒坡地，有女不嫁下猷阁。”这句流传

于常山乡间的顺口溜，曾是下猷阁村人心中的痛。

而如今，顺口溜早已变成“花儿美、人儿勤，有女不肯

嫁出村”。

说起变化，村民们笑着说：“多亏了香椿”。

香椿是芳村镇下猷阁村的重要产业，经过技术

攻关，下猷阁村的香椿采摘期从原来春季的一个半

月延长至全年，“我们每年 3 月到 4 月开采第一茬，8

至12月间采第二茬、第三茬。”常山县椿秋红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徐志坚说，全国香椿芽一般在五六月进

入盛产期，他们则进入保苗休眠期，打一个时间差，

合理避开了全国香椿芽的集

中上市期，带来了高收益。

“嫩芽论两卖，每两售价 10

元以上，主要销往衢州、杭州、

上海等地，经常供不应求。”

目前，下猷阁村香椿种植

面积已达 300 多亩，去年销售额

达 160 多万元，村集体增收达 15 万

元。通过“村集体公司+农户+企业”的方

式，村里 91.8%的农户以土地形式入股，不仅每亩

土地有固定的年租金和分红，在合作社打工还有

工资。村民徐拥金算了一笔账：“我在企业上班，

收入很稳定，加上村里一年两次分红，年收入至少

有 3 万多元。”

金雪白说，下猷阁村去年发放农民工资 75 万

元，土地租金 21 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 18720 元，

“村民口袋真的‘鼓’起来了。”

今年，下猷阁村在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的帮助下，研发香椿酥饼、香椿面条、香椿酱等一

系列新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香椿附加值。

下猷阁村的香椿种植也已覆盖芳村镇 8 个乡

村、常山全县 7 个乡镇，并且走出常山，在开化和杭

州淳安姜家镇落地生根。

慢城生活留住乡愁
乡村“未来社区”的芳村方案

清晨，芳村集镇的休闲广场早早热闹起来，一群

中年妇女伴着旋律，轻快地舞动着；休闲广场边，清

澈的芳村溪缓缓流淌，亲水游步道上三三两两的村

民在散步。

未来的乡村，除了好环境、好生态，有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如何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今年1月，芳村未来社区建设规划设计方案编制

完成，厚厚的227页，详细描绘了未来文化、生态、建

筑、服务、交通、产业、数字、治理、精神九大场景构建

的“未来社区”。根据规划，一个以集镇范围为核心、

辐射 6 个村、18 平方公里的未来社

区将出现在“千年宋镇”。

“未来社区不仅有依山傍水的

乡居生活，生态和谐的乡村发展，

更 是 让 产 城 融 合 在 乡 村 成 为 可

能。”金雪白介绍，芳村未来社区建

设，锚定人本化 、田园化、科技化、融合

化，规划有乡愁创业核心区、智慧保障服务

区、农业产业发展区、乡愁文化展示区、人口集聚

区、未来空间发展区等，努力打造富有自然味、乡村

味、农业味、烟火味、人情味、生活味、人文味、诗画味

和乡韵味。

千年芳村，因为这些新理念，正焕发出新的生

机。

5 月底，投资 2 个亿、集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商

贸综合体完成建设，包含酒店、宾馆、超市以及 9 栋

商品房，届时各类业态将一一入驻，村民可以在这里

享受“一站式”生活服务。在商贸综合体的另一边，

是建设中的农民集聚安置小区工程，140 套房源可

满足500多人的住房需求。

小镇能级的提升，功能短板的补齐，为集聚人

口、创建县域副中心型美丽城镇奠定了基础，也让越

来越多走出去的人回归芳村。

在外多年的唐小华一家去年回到老家，在古街

上盘下一栋老房子开起民宿，600 余平方米可容纳

20 余人同时就餐，有 4 间客房，还有部分休闲娱乐

场所，今年初开始营业。

“常山是国际慢城，未来社区建设要充分融入

慢城元素，走出一条彰显自然风光、山水田园的生

态发展之路，促进产文景游。”金雪白说，一个宜

居、宜游、宜业的芳村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触手可

及的现实。

7月23日早上8点，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杭州临

安区湍口镇湍泉路上，一辆垃圾清运车缓缓驶来，街

道两旁110多家商户带着分类垃圾桶，循音而来。将

垃圾桶往称重机上一放，电子屏幕中显示各家垃圾的

实际重量、分类质量和相应积分。

“一听到音乐声，就知道垃圾分类车来了”。

商户老板点起了赞。作为温泉旅游特色小镇，湍

口镇酒店、农家乐、餐饮商家较多，垃圾产量大、易

腐垃圾多、商家投放难。今年以来，在区分类办的

指导下，湍口镇结合美丽城镇建设和小城镇长效

化管理工作，开通了垃圾分类音乐线。每天由专

门的清洁员开着音乐车，以循环方式沿街行驶，收

集垃圾。每家商户配备了一套专用分类垃圾桶，

桶身还加配了智能芯片，实现“桶户绑定”，谁家

分得好、谁家分得不到位一目了然。

“这条音乐线串起了集镇大部分的餐饮和服务

企业有 40 多家，让垃圾收集工作既准确又高效，还

能获得相应积分。”湍口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湍口镇计划用动态的音乐车取代固定垃圾桶，

奏响温泉小镇美丽新乐章。 （本报通讯员 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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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湍口镇奏响垃圾分类“音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