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西坞村小桥流水人家遥相呼应，
西坞街道庙后周村则是一番风吹稻浪滚
滚、缕缕稻香四溢的景象。这里是总面
积约 3.65万亩的“稻生西坞 共富田园”
西坞街道万亩方项目。万亩方瞭望塔共
富风貌驿便坐落其中，因其自带“科幻
感”的外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农田旁和
该建筑合影。

作为西坞街道“万亩方”项目最有标
志性的构筑物，该风貌驿被形象地称为

“稻田守望者”，它的落成为当地提供了
新的观景点和社交聚集地。前不久，“浙
里西坞 那么乡田”2023奉化丰收节暨
万亩方旅游季便在此举行。

万亩方瞭望塔共富风貌驿利用原建
设用地进行改造提升，总建筑面积为
790平方米，塔高23米，如同雕塑一般从
稻田中螺旋升起。其中，一层为展示、休
憩空间，已引进咖啡业态，二至七层为观
光空间。建筑的表面为白色的高强度薄
膜，每层交错布置，在登塔的漫游路径中

通过框景的变化展现出移步易景的视觉
感受。风貌驿项目面向所有人开放，乘
坐轮椅的访客也可以通过底层中心的核
心筒电梯直达顶层。从顶层的观景台，
人们可以获得 360度的视野，视线可以
延伸到远处的村庄和城市。因为独特的
建筑形式，游客顺着田间道路，由远及
近，不同的角度展现出来的形态也有所
不同，来到塔下，人们的注意力又能由此
被周边一望无际的稻田所吸引。

今年 10月 1日，该风貌驿项目正式
对外开放，成为游客们体验乡村风情、领
略自然风光的重要场所，串联起农田、农
居、山野等元素，让“魅力乡野风貌样板
区”呈现得更加完整，同时为周边农村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提升周边地区的知
名度，进一步增强农村的发展活力。

甬新河波光粼粼，水清、岸绿、花红，
万亩方瞭望塔和连片水稻田构建成了一
幅粮田美景，铺展着乡村耕耘的美丽图
卷。

万亩方瞭望塔共富风貌驿

稻香缕缕丰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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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随着“西坞有好市”活动
的开幕，历时半年改造完成的共富风貌
驿——源知里（西坞粮仓）正式对外开
放。坞里宋韵、宋韵集市、“西游记”游园
打卡等活动，让这个西坞居民心中的标
志性建筑，重现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成为
游人如织的“网红打卡点”。

建于上世纪 70年代的西坞粮仓原
名奉化西坞粮站第二仓库，占地面积约
6亩，共由 10个房式仓组成。凭借西坞
水乡四通八达的水系优势，西坞粮仓建
成以来，一直作为当地主要的粮食贮存
处使用，是西坞街道现留存度较高的粮
仓。随着西坞水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西坞粮仓也逐渐失去贮存功能，闲置了
起来。

今年以来，西坞街道紧抓西坞-莼
湖“魅力乡野”县域风貌样板区建设、特
色小镇大发展背景机遇，因地制宜、挖掘
并利用西坞街道水乡古镇优质资源，按
照沿用特色、凸显亮点原则，通过“微改
造、精提升”对现有的粮仓建筑进行修缮
提升、内部整改。项目有效利用空间与
地理优势，对旧粮仓修缮修复，以及内部
整改、功能打造，保留具有文化底蕴的历
史建筑，打造集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历史文化、非遗研学、旅游、餐
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综合体。

步入这座水畔边的共富风貌驿，传
统与潮流的融合碰撞出新的火花。仓库
墙壁上还保留着以前粮仓的标志文字，
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间颇具复古的味
道，非遗文化体验馆、咖啡厅、城市书房、
直播间等设置，也让这个老粮仓焕发出
新的活力，如同一幅微型西坞山水画，恰
如其分。

源知里（西坞粮仓）共富风貌驿有比
较完整的院落大集市，可免费为当地提
供集市场地、摊位，帮助有一定手艺的年
轻人回乡创业。同时，开发的伴手礼及
咖啡厅的餐点等食品或原材料均利用周
边百姓家的食材，节假日每天可采购
500元左右，卖出的米香拿铁每杯给返
还村里 1元钱。通过丰富业态，加强团
队建设和合作开发，源知里（西坞粮仓）
共富风貌驿的共富效果正逐步显现。

此外，该共富风貌驿通过合历史文
化和未来城市发展趋势，不断延展西坞
粮仓时代深度，不仅将其打造成了西坞
当地的文化重要展示地、高雅艺术享受
地、休闲旅游观光地，也是一个具有综合
服务功能的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成为一个既融合又符合当代社
区功能和文化旅游需求且同步接轨市场
的文旅型综合体。

源知里（西坞粮仓）共富风貌驿

小桥流水江南美

外婆溪穿村而过的萧王庙街道青
云村，是一个历史悠久“重教藏书”的
村庄，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清末民初
时期民居、祠堂、藏书楼和桥梁等古建
筑。千年以来的“书香”一脉相承，成
为这座古村有别于其他村落的人文特
色。近年来，在区文旅集团的支持下，
青云村尝试将村里的人文之美、美丽
生态转化成美丽经济，通过“微改造”
提升村内设施，而青云共富风貌驿便
是利用村内闲置房屋，通过改造建成
成为青云村游客服务中心，作为青云
旅游的节点进行建设。

青云共富风貌驿依托历史资源，
从青云村的核心旅游资源和旅游定位
两方面交叉考虑，聚焦游学亲子，利用
闲置的旧粮站打造成集引导、集散、换
装、解说、服务、游憩、展示于一体的综
合型服务中心，其中游客服务中心建
筑面积 73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建

筑面积 1050平方米。在整个青云游过
程中，将以青云共富风貌驿为起点，引领
游客展开书香之旅。

每逢节假日，来自宁波周边的游客
时常来到青云村打卡游玩，大人和小孩
在青云共富风貌驿租借汉服，畅游青云
古村，感受古色古香和浓郁的书香气
息。青云共富风貌驿还通过数字媒体等
形式，展示当地的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
游客服务中心可以增强游客对当地文化
的认知和兴趣，进而促进当地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不仅改善村庄的整体形象，
也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
文化的传承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分布于西坞街道和萧王庙街道4个
共富风貌驿各具特色，既有形式上“外
在美”，又有功能上“内在实”的风貌
场景。未来，我区还将进一步打造一批
共富风貌驿成为风貌建设节点中的一个
个“盆景”。

青云共富风貌驿

古村文旅书香美

在西坞街道东翼的雷山村，是金
溪五村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魅力
乡野风貌样板区”的重要节点。为搭
建乡村产业发展服务空间，吸引乡
贤、青创客回村创业。西坞街道梳理
村庄闲置用地及建筑，利用集装箱及
原有村庄猪舍等建筑打造建成了面积
1500 余平方米的山茶花共富风貌
驿，集聚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乡
村游客服务中心、喜曼蓝富共富工坊
等功能。

该风貌驿项目依托“金溪五村”党
建联建引领统筹资源，在满足百姓需
求、为大众生活提供便利的基础上，盘
活存量空间，聚焦共富主题，插花式、
复合化地植入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客
厅、文化展示等功能，同时搭载农特产
展销功能，助力农民增收，推动城乡联
动，吸引乡贤、青创客回村创业，铺就
家门口就业“共富路”。

依托雷山村深厚的非遗文化底
蕴，山茶花共富风貌驿吸引了蓝印花
布第七代传承人——张剑峰教授到村

开办手工艺坊，推动金银彩绣和蓝印花
布两项技艺相融相促、同频共振，传承非
遗“记忆”。每逢节假日，山茶花共富风
貌驿总能吸引大量游客，有的学习金银
彩绣和蓝印花布的制作，有的则来购买
当地的土特产。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
山茶花共富风貌驿仅7个月就实现销售
50余万元，38名农村妇女实现在家门口
有活干、有钱赚，人均年增收 2.4万元以
上，相关做法入选省级典型案例。山茶
花共富风貌驿突出“古韵雷山”文化定
位，推动“工坊+村民”多维合作，做强古
村文化，一体破解古村保护难、村民就业
难、村集体增收难三大问题。

如今，山茶花共富风貌驿依托金溪
生态和非遗集市“共富工坊”点位，设计
亲子游学游玩精品点位，开设燃料制作、
个性印染、常见植物识别、花木造型塑造
实践等课程，邀请技术专家、退休教师、
农村党员现场教学，吸引都市客前来乡
村体验游，带动20余批次3000余人来开
展团建研学，推动着当地乡村游的深入
发展。

山茶花共富风貌驿

山乡奋斗共富美

半城山色半城海，韵味
悠悠岁月长。作为浙东唐
诗之路“韵脚”的奉化，有着
独特的山海风光和历史文
化。近年来，我区坚持把未
来社区、未来乡村、风貌样
板区作为共同富裕先行、治
理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重要
载体，全力以赴推进明山剡
水风景带县域风貌样板区、
西坞-莼湖“魅力乡野”县域
风貌样板区建设，将一村一
景串联成景，描绘城乡风貌
山海新画卷。

今年以来，区住建局
（区风貌办）从小处着眼，明
确风貌建设的目标、任务和
措施，指导各地区打造共富
风貌驿建设工作。以小微
空间更新利用为载体，合理
利用各类闲置或低效的小
微空间，以及各类闲置、废
弃或功能单一、低效利用的
公共建筑，通过因地制宜设
置商业休闲、公共服务、体
育健身、文化创意等功能，
打造了 4 处系列化共富风
貌驿。在满足群众需求、提
供便利的基础上，塑造集多
元化功能与人性化服务于
一体的公共空间，插花式、
复合化地植入公共服务设
施，以实现城乡风貌的整治
提升和优化。同时，也通过
共富风貌驿的建设，将特色
文化和景色融入其中，从点
上出彩发展到线上成景、面
上开花。以点带面，丰富城
乡公共功能，打造老百姓家
边上的“共享客厅”，进一步
优化城乡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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