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戴旭光

“穿梭于巷弄间，仿佛穿越在明
清老街。青石板回响清脆的脚步声，
手指划过斑驳的墙，探寻掩藏在粉
黛瓦墙里的往事”。这是很多游客在
镇海十七房景区旅游时的感受。

十七房村保留着国内目前规模
最大、最完整的明清时期风格的古
建筑群，“整个古建筑群面积有 5

万平方米左右，而现在开放游览的
景区只有1.8万平方米”，在十七房
村村主任方明侠看来，景区外那 3
万余平方米古建群的保护和改造，
已经“不能再等了”。

十七房的旧宅大院主要分布在
庙后、路沿郑和郑家三地。来到占
地 2000 余 平 方 米 的 “ 恒 德 ” 院
落，以幢为单元的小四合院彼此以
廊巷相连，四通八达，雕刻精湛。
但一走出院落，四周便是各种模样

丑陋的水泥房所，与景区一河之隔
的老街上线缆密布蛛网，“四处乱
窜”。方明侠说，像“恒德”这样
的大宅，全村有近 20 处，但陷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自建房的分
隔、“包围”，环境很差。套用现在
的话说，这些新民居，已成为古村
的“癌细胞”。

近年来，景区发展了，十七房
村名气越来越大，同时面临新苦恼：
古村保护该怎么做？有专家直言不

讳：走出景区，走在村子的路上，有
时候会有种“城中村”的错觉。

早在几年前，十七房村就有了
古村重构的计划，邀请宁波大学编
制了详细方案。专家提出，十七房
村本身是一个主打历史文化牌的村
落，很多老房子庭院布局还是很好
的，但部分建筑物有重建需求。因
此，在保持老房子传统布局的基础
上，根据村民的自身需求、房屋现
状等去对房屋做一个延展部分，完
善房屋功能，让马头墙和村民现代
的居住要求能够共存。

今年，借助于品质城镇建设和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程的契机，十
七房村对古村改造、保护的思路更
为清晰。方明侠说，现在，古村主
入口白墙黑檐的设计凸显村庄气
质，村里还建造了仿古味十足的村
民文化活动中心。未来，景区西侧
的“恒德”区块按照明清风格建
设，拆除掉杂乱的新农居，打造一
条呈十字型的郑家路明清历史文化
街区，恢复澥浦老街风貌，“景区
的西大门一开，就与老街贯通，让
游客进入到古村生活的内部”。眼

下，先要把基础设施搞好，把各种
线缆统统入地，并结合治水工程，
使全村的水系“活”起来。

地处澥浦镇中心的十七房，如
何在整体布局上实现历史与当下的
和谐共存？村中有大量建于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除了民宅、
办公房，还有样式各异的小工厂，
不可能一下子抹去。方明侠说，村
里有了初步设想，村中心区块以景
区和古建筑群为主，东面是特色农
庄，南面是 300 多亩的“花海”。

“花海”南面的庙后自然村实施新
农村整体重建，使之成为“花海”
环绕的村庄，而最北面区块则体现
新城镇化风格。而在建筑改造上，
以“黑白灰”立面为主，多用简约
直线条，使建筑“化整为零”，体
量“化大为小”，外观处理上巧妙
运用江南建筑特色元素，结合村庄
风貌特色，采用添加窗框、清洗墙
面、更换瓦片等方法，让建筑更灵
动，与环境更和谐。

我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
者、中国美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曾
说过，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是，在不
改变古村落面貌的同时，实现“隐
形”城市化，“我们既需要民族的
审美，也需要时代的创新和表达，
两者是不冲突的。”保护好古村
落、古民居，是用建筑留住心底那
一缕乡愁。

十七房村：

“活化”改造，让马头墙与现代生活共存

本报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张冬彦

春晓街道三山村位于北仑区南
端，由双狮等 5个村合并而成。三
山村背靠群山，又面朝大海，一手
牵着九峰山景区，另一只手牵着洋
沙山景区。三山村景色秀丽，老街
风情、美丽乡村、三山溪源风情和
花海风景，自北向南构成了一幅美
妙的山水画卷。

去年 12 月份，我市美丽乡村
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在春晓
召开，三山村是重要的参观考察节
点，曼妙的乡村风情，得到与会人
员的高度评价。

“三山村的改造和提升，其实
已经推进了好多年，去年借现场会
的东风，整体又上了一个台阶，也
算是‘厚积薄发’。”三山村党总支
书记叶云良骄傲地说。早在 5 年
前，街道和村里就请了宁波大学的
专家为三山村做了整体规划，并一
步一步得到落实。尤其是春晓街道
举行“最干净村庄”评比以来，三
山的村容村貌得到很大的提升。

宁波万水千山旅游设计院是三
山村提升工程规划和设计的担纲

者，负责人何红亮说，“三山村位
于港口和城市之间，地理位置独
特，生态优美，是一个能品读‘港
通天下 书藏古今’的地方。我们
工作的重点是把‘村头、桥头、门
头、田头’的文章做好。”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热衷于知
名景点，反而喜欢流连于乡村田
园，体验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的
文化。游客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
相应的产品出现，而三山正是一个
能把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创建
有机结合起来的区块。

一进入三山村，大家便被村口
白墙黑边的牌碑所吸引。村口的一
个个绿化点，不但起到改善村庄环
境的作用，还承担着村民在茶余饭
后散步休闲、健身娱乐的功能。而
在三山村的双狮社，村口精致的小
公园仿佛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本的
扉页，总能赢得游客的连连称赞。

“三山有山更有水。有水则
灵，一条水路会激活一个村庄。”
叶云良说。三山水系发达，河网密
布，做好水文章是村庄改造提升的
重头戏。“三山村主街前有一条暗
河，被空心板封实。设计时把这条
河变成景观河，这样就把水系打

开，变成村庄的中轴线，村庄一下
就灵动起来。”何红亮说。通过设
置连续的亲水平台、步道、植载景
观灯等，这条曾经的暗河成为风景
优美的水岸空间。村民欣赏着岸边
的美景，听流水潺潺，感受自然野
趣，拉近了人与水的距离。

“堰潭水，清又清，冬暖夏凉
好惬意。”堰潭是三山村穿村河道
的重要水源，更是村民珍爱的宝
贝。改造提升中，在岸上保留大
树、草地，铺设了人行道，增设路
灯、座椅、花池等设施，形成人性
化的空间环境。如今，堰潭就像一
枚绿宝石，镶嵌在三山村里。

“三山有最传统的街巷，肌理
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反映
了地域历史文化形态特征，是三
山村民传统生活的写照，在工业
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叶云良
说。三山村街景改造工程由雨水
管、排水沟、污水管道、铺装路
面 、 广 场 路 灯 和 绿 化 工 程 等 组
成，解决了先前拥挤杂乱、功能
单一的问题。

同时，村里进一步完善基础设
施，改造道路结构，改善交通条
件，补全村内生活公共设施，增强
旅游服务设施。依据“清新、自
然、卫生、秩序”的原则，适当保
留有特色的传统建筑，对其他建筑
立面进行修饰，实现整体美观，形
成“村庄即风景”的格局。

“口袋富，更要脑袋富。老百
姓对公共设施的需求越来越高，我
们把文化设施作为投入重点。”叶
云良说。自三山村文化礼堂建成以
来，开蒙礼、成人礼、重阳礼和综
合培训、春泥计划时时在线，体育
活动、歌舞比赛、戏曲搭台等轮番
上演。这个集表演、培训、活动为
一体的综合型文化场所，已悄然成
为三山村民的精神家园。

“在村庄提升工程中，村民的
配合和支持尤其令我们感动。”何
红亮说。改造完成后，农家乐和民
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三山已成为
都市里的乡野度假区。假以时日，
这里必将成为城市的“客厅、餐厅
和卧室”。

做好“村头、桥头、门头、田头”文章

春晓三山：都市里的乡野度假区
本报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张根苗

小桥流水人家，翠竹亭台篱
笆，古井菜园黛瓦……象山县泗洲
头镇何婆岭村坐落在山坡上，村口
是一湖碧水的新民水库，村庄在一
片苍翠中自山脚顺势向山腰延伸。

“以前村庄毫无规划可言，老房
子破败不堪，露天茅坑随处可见，
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党支
部书记汤雄伟告诉笔者，何婆岭村
原先基础薄弱，村内“一户多宅”、
乱搭建等现象较为普遍，村容村貌
杂乱无章。

那时的何婆岭村虽然依山傍
水，竹林、茶叶等资源丰富，但乱
糟糟的面貌让人望而却步，本村人
纷纷外出打工谋生，一度走向空心
村的边缘。

从 2013 年开始，何婆岭村借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契机，
结合精品村、特色村创建，开始梳
理式改造和提升。保持原汁原味，
不盲目拆旧建新，对有文化价值的
较完整古建筑予以保留，通过拆改
利用、合理规划，如今的何婆岭村
是一个“园林”风格的世外桃源。

“我们村的建设有几个特点，一
是在原有风貌基础上进行提升和改
造，最大程度地利用老物件，做到

物尽其用；二是将拆出的空
间统一规划；三是和谐

合理拆建，村民热
情高涨地参与美

化家园。”汤雄
伟 介 绍 。 根
据 资 金 有 限
的 实 际 情
况，他们将
拆 除 的 木
料 、 梁 条 、
砖 瓦 、 石
头 、 石 板 、
墙 板 等 废 物

有效利用，有
些用于栏杆、亭

阁、花坛等园林小
品的建设，有些老物

件经过改造点缀在村口巷

尾、房前屋后，成为乡土风情中的
一品一景。

何婆岭人将穿村而过的小溪作
为中轴线，两岸修建了亭台廊桥，
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尽显
江南园林韵味。顺溪修建的休闲步
道，沿路美观的栏杆由“一户多
宅”清理后留下的旧房梁、旧木桩
改造而来。步道一侧摆放着 10多个
村民丢弃的咸菜缸，缸里养着从池
塘捡来的水葫芦，中间放上盆栽，
与旁边的竹子相映成趣。在改造
中，村里将沿溪的 5 口古井予以保
留，拆下来的木条加工成护栏，既
凸显了园林特色，又保证了安全。

建设时，虽然村里出的工钱远
低于市场价格，但村民都争着来，
出主意出劳力，用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建设美丽家园。休闲道的石子路
虽然没有漂亮的图案和花色，但这
些溪卵石是村里的妇女花了几天的
时间铺设而成。初夏时节，拱桥流
水，凉风习习，通过用心打造，这
条休闲小道已经成为何婆岭人剪不
断的乡愁路。

行至村庄中心，是去年建成的
农耕文化长廊。为完善村庄的硬件
设施，让游客在何婆岭村能驻留较
长时间，村里将拆出的空间建设成
长廊，放上木桌和竹椅，成为游客
休憩、赏桂、品茶的好地方。

村子环境变美了，村民的习惯
变好了。这些年，村庄同步实施

“净化、美化、绿化”工程，建设了
生活污水处理、太阳能垃圾处理站
等设施，保洁员实行“一天一扫、
日清日洁”，现在全村呈现条条村道
有绿化、家家户户有绿草的怡人景
观。今年，何婆岭开始推广垃圾分
类，村民已经养成把厨房垃圾和生
活垃圾分类的习惯，并按时把垃圾
放在自己门口。

优美的环境、浓郁的乡土风情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何婆
岭，村民通过承包农家乐餐厅、开
办农家客栈、销售土特产等方式实
现了在家门口创业致富，原先在外
打工的村民也纷纷回来了。目前，
何婆岭村有农家乐和民宿11家。

“建设，带来了村庄翻天覆地的
变化；建设，让何婆岭村民过上了
幸福的小康生活；建设，也提升了
村民的素质，营造了村庄和谐的邻
里氛围。”汤雄伟说。

泗洲头何婆岭：

山坡上的园林村庄

我市正深化美丽乡村分类创建，着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转型提升。
十七房古村通过“活化”改造，使马头墙与现代生活共存，留住乡愁韵

味；北仑三山村规划超强，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创建有机结合，志在
成为城市的“客厅、餐厅和卧室”；象山何婆岭村最大程度利用老物件，拆
出空间，村民出主意出劳力建设“园林”村庄。这些都是因地制宜、分类创
建美丽乡村的生动实践。

美丽乡村分类创建中，合格村重点推进环境洁化、村庄绿化、水质净
化、村道硬化、村容序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一体化、基层治理网
格化“八化”建设；示范村在合格村基础上，打造一批新农村建设的“领头
羊”。

市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创建美丽乡村合格村
1000个以上、培育美丽乡村示范村150个以上。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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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乡村发现

10 贵驷憩桥贵驷憩桥：：家国情怀系一村家国情怀系一村

11 创出社区品牌创出社区品牌 亮出社区品质亮出社区品质

石浦石浦““一社一品一社一品””百花齐放百花齐放

春晓三山村村口春晓三山村村口。。（（何峰何峰 摄摄））

何婆岭村民将旧斗笠改造成何婆岭村民将旧斗笠改造成
花盆花盆。。 （（何峰何峰 摄摄））

12 内蒙古盐碱地内蒙古盐碱地
披上宁波定制的披上宁波定制的““绿装绿装””

清代古宅与体育健身场和谐相处清代古宅与体育健身场和谐相处。。（（记者记者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双狮社村民在大树下聊天双狮社村民在大树下聊天。。
（（张冬彦张冬彦 何峰何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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