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王 珏
通讯员 孙平风 邓建雄

近日，镇海庄市永旺村梅园二期
建设完成。新种下的 500多株梅花将
与一期约 2000 株梅花一起，为永旺
村冬季乡村旅游再添一把火。近年
来，通过建设生态林带、种植四季花
海，永旺村花海游成为乡村旅游爆
款。“村里正在打造民宿和农家乐，同
时引进文创团队，促使花海经济模式
从初级观光向复合型休闲旅游转
变。”永旺村党总支书记周珏坤说。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基石。近年来，镇海区通过土
地流转、农房“二改”、农旅结合等多
项举措，因地制宜，盘活资源，创新村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破解村集体经济
增收难题。2017 年全区 59 个村（社）
中，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00万元以上
的有 23 个，其中超千万元的村有 3
个，村均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45.13
万元，经营性收入达到260.45万元。

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经营规模
效益的重要途径。2017 年，九龙湖镇
田杨陈村共流转土地 2003 亩，统一
发包给 10个种粮大户。同时，财政对
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给予一定
补助，使村集体和农户都从中获益。
当年，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由 2016
年的 51 万元增加到 83 万元。到 2017
年 12 月底，全区土地流转面积 3.74
万亩，流转率为 74.5%，其中村级委
托流转面积为 2.4 万亩，占流转总面

积的64.2%。
“盘活资源”为乡村振兴插上“金

翅膀”，成为镇海区促进村集体经济
实现稳定增长的主要模式。多个村庄
根据各自资源条件，“对路子”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蛟川街道中一股份经济
合作社对集体租赁土地、厂房进行勘
查清理，梳理并纠正不规范合同，物
业经营收入 5 年间增长 57.5%；骆驼
街道朝阳村在新一轮新农村改造建
设活动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改造
一部分老厂房、老仓库，促使村集体

“家底”厚起来。众多村庄的仓库、办
公场所、林地等一些“沉睡”资源，通
过公开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等
方式盘活后摇身一变成“活资产”。

启动资金是不少地方发展村集
体经济遇到的难题。对于经济薄弱
村，镇海区相关领导负责牵头，机关
和企业参与结对帮扶，通过项目扶
持、创收奖励等方法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壮大。九龙湖镇西河村在区环保局
的牵线搭桥下与甬兴公司成功结对。
近年来，公司累计捐赠资金 70 万元
用于河道水环境整治、新农村建设等
项目。庄市街道光明村成立村级商
会，为中小企业搭建合作、服务、教育
培训的平台，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出
资出力，助力村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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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徐 静

桨声灯影，西塘河曾经
市声喧哗

进入高桥老街，仿佛穿越了
时空隧道。老石板的路面沿河依
然可见，留有圆圆的系船孔，旁
边有河埠头，逐级而下，可以手
触河面，轻抚碧波。

老街位于后塘河与大西坝河
交汇处，始建于明代，自古是杭
绍水路来甬必经之地，独特的地
理位置带来经济繁荣。

古时，西塘河上百舸争流，
尤其是官船往来如织。客运航船
始于 1943 年，共有大西坝、邵
家渡、双家河头、高桥四条航
线，到 1995 年 12 月客运终止，
公路运输代替了水上客运，航船
退出历史舞台。

以前，《敦宗小学校歌》唱道：
“溯高桥远古，宋金逐鹿一战场，
风俗古朴人烟盛，历史可参详，西
界桃源南同道，东地邻城厢，后塘
河水滚滚流，永与日月长。”

高桥老街沿西塘河北面而
建，依稀可以看出以前是一排店
面，店门朝西塘河而开，有的至
今仍保留着木结构。屋舍高低错
落，石桥古风古韵，河水清清如
练，老街气息扑面而来。

与街面“丁”字相交有小墙
门、老柴门、穿堂门、新屋门等
从明清至民国的老旧墙门院落，
里面还存有不少老房子，庭院深
深留下几多故事。

最繁华的时候，沿河街市长
一里有余，分上下街两段，一路
行来，西侧廊屋与店面相连，雨
天可以照常开市，街前有 4米宽
下街沿，河边停满了各地赶集船
只，装货卸货十分繁忙。每逢农
历集市日，从四面八方前来赶集
的人成千上万，上午五点到十二
点，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
把街道拥挤得水泄不通。特别是
农历十二月廿七大市，人道“高
桥河水也要涨三分”。20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农贸市场的繁荣
和交通的发展，高桥传统的集市
贸易开始衰退。

居住在河畔的王老师说，以
前，从高桥开始，河边有一排挑
檐长廊，廊下一边是店铺，另一
边是泊船河岸。那时，每天有早
市，有供销社、烟杂店、药店、
大饼油条店、理发店等。摊贩摆
满蔬菜、山货，街上人挤人。

他还记得小时候，为庆祝抗
日 战 争 胜 利 而 举 办 的 “ 高 桥
会”，在河面上搭起舞台，演了
三日三夜越剧和滩簧。从四面八
方划船来看戏的，把河面挤得满
满的。

倚河老街，如今恢复旧
貌留乡愁

“ 高 桥 很 多 居 民 有 老 街 情
怀，所以修缮老街是为了圆高桥
人的乡愁情、民俗梦。”高桥镇
城建办副主任邬浩峰说，前期，
组织力量挖掘了老街的文化底
蕴，恢复老街旧貌工程于 9月份
启动。之前，河畔住宅进行了拆违
建及环境卫生整治，清运了几十
车垃圾，沿中山路南侧利用已拆
迁地块建设一个临时停车场，可
停纳 60辆左右的车辆，河对面的
厂房外立面也进行了粉刷，显得
干净整洁。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水泥路
铺石板、弱电线四网合一项目。

“新屋门、老柴门、油车弄、穿
堂门等老墙面已经修旧如旧，尽
量保留有价值的材料，只是替换
了少量完全朽坏的木材。”邬浩
峰说。石板路修缮预计 11 月中
旬完工，最后将修缮运河景观墙
和点缀绿化小景。老街工程列入
了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年底将迎来验收。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孙 勇 叶荷雅

秋高气爽，海曙区石碶街道南
新塘河畔，喷泉舞动、白鹭翻飞、鱼
儿畅游，美人蕉绽放着笑脸，巨大
的香樟树倒映在水中，好一幅令人
心旷神怡的江南水景图。

家住南新塘河边香梅家园的
居民孙阿姨每天傍晚会来到河边
散步，对家门口这条河流的新
貌，她感触很深：“过去，这里水
体发黑，还散发出阵阵臭味，居
民离得远远的；现在，大家走在
河边是一种享受，感觉生活质量

提高了不少。”
南新塘河的蝶变，是石碶街

道四年如一日持续综合治理的结
果。2014 年，南新塘河被列入黑
臭河整治名单；去年 7 月，南新
塘河顺利通过省治水办剿劣验
收，摘掉了黑臭河的帽子。今年
前 5 个月，该河氨氮、总磷等主
要指标符合五类水标准，个别月
份水质接近四类水标准。

抓源头，水岸同治

“ 南 新 塘 河 总 长 度 为 9.8 千
米，其中流经石碶街道长 3.83 千
米，途经后仓、冯家、东方等 6

个村 （社区），沿线企业 100 多
家，居住人口约 8万人。”石碶街
道农办负责人介绍，石碶街道
2014 年启动截污纳管工程，先后
投入 1229万元，在河两岸的居民
区新建污水管网，使河周边村
生活污水、企业污水汇入市政污
水管网，从源头消除污水直排。

同时，实施清淤疏浚工程。
石碶街道农办工作人员说，4 年
投入了 600 余万元清淤疏浚，其
中在去年剿劣期间就清理出 4.42
万立方米淤泥，有效地解决河道
堵塞、垃圾沉积等问题，水质得
到明显提升。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为
此，石碶还制定了街道畜禽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累计投入 7932万
元，关闭南新塘河流域内大型养
猪场 3 个，拆除畜舍 43500 平方
米。

对河岸周边环境同步进行美
化 。 河 岸 边 ， 拆 除 了 2 公 里 内
6000 余平方米违章建筑，覆盖以
生态墙绘、青青小草。河面上则
种上美人蕉、旱水草等水生植物
作为人工浮岛，放置 150 台曝气
装置和纳米设备，以提升水体吸
污去污能力。

强管理，水清岸绿

除了源头的治理，后续的优
化和管理同样必不可少。今年，

石碶对原来河面设置的曝气装置
进行了升级，代之以每 20米安装
一个喷泉。“曝气装置不可避免地
带上了河底淤泥。现在改为喷
泉，水循环功能没有减弱，淤泥
不会泛上来了，水质得到明显提
升。”工作人员说。

实时监控和长效保洁机制则
是确保水清岸绿的关键。去年，
石碶街道聘请了浙江工业大学副
校长陈建孟教授为南新塘河治水
专家，专家团队定期进行治水会
诊，把脉开方，制定了南新塘河
中长期的治水计划，实施沸石处
理技术、断面水体生物技术等新
科技治水方案。同时，每天保洁
人员定时巡查六七次，确保“河
面无杂草和漂浮物，河中无障
碍、河岸无垃圾”。

近日，南新塘河石碶段支流
板桥港河截污纳管工程进场施
工。“我们将投入 300万元，在这
里建一个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50
吨的临时终端污水处理系统，集
中处理附近中小学、东方苑小
区、塘西老村庄等排放的污水，
确保源头治水。”石碶街道农办负
责人说。

记 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张华行

前段时间，象山泗洲头镇墩岙村
4家精品民宿投入运营。这个项目的
促成，乡贤黄伦祥当居“头功”。黄伦
祥离乡 40 余年，在村干部积极沟通
协助下，他回到家乡成立“望乡旅游”
公司，投资 500 万元建设精品民宿、
标准化垂钓区等项目，致力把墩岙村
的乡村旅游做大做强。

今年以来，象山全面推进乡贤文
化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由统战部门主
导的镇级乡贤参事会、村级乡贤参事
室建设落地生根，共画发展“同心
圆”。

每年春节，定塘镇都会通过微信
公众号，给在外乡贤送上《一封家书》；
泗洲头镇举办“印象中的泗洲头老街”

“泗洲头记忆”等主题活动，以“乡愁乡
忆乡韵”联结乡贤，搭好连心桥……

象山各镇乡（街道）通过调查、走
访等形式，摸排具备德行、才能、声
望、影响力及热心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乡贤，分门别类建立“乡贤智库”。
同时，通过访贤、求贤、引贤，积极吸
引乡贤精英回归。

家燕归巢，回报桑梓。广大乡贤
利用自身优势和特长，以各种形式宣
传、推介家乡，牵线搭桥助推项目回
乡、资金回流、技术回援、象商回归。

涂茨镇特聘部分乡贤为招商顾
问和招商员，成功引进留美物理学博
士王兆伟来当地创办浮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带来了一支拥有 2 名博
士、20名硕士的人才团队，并引进了

投资 3000万元的海洋文旅体验营项
目。近期，象山 11位寓外乡贤抱团合
作的“东方仙子”田园综合体项目正
式签约，总投资额 10亿元。该项目按
照高科技、高效能农业产业化模式打
造，为家乡农旅产业走向世界搭建平
台。

乡贤的热情回报，更为美丽乡村
建设添砖加瓦、增添亮色。贤庠镇贤
庠村乡贤张林昌等人捐资 160 万元
助建村文化礼堂；侨居澳大利亚的乡
贤徐帅捐资 40万元助建珠北村古廊
桥；晓塘乡在乡贤们策划支持下，首
届橘花艺术节应运而生，并相继建立
起村级慈善工作站和慈善义工队伍。

同时，象山支持有意愿的乡贤依
法依规参与村（社区）“两委”选举，或
融入“村民说事”等基层协商平台，用
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推进乡村基层民
主和治理现代化。

西周镇中心的西瀛大街“梗阻”
近 20 年。该镇组建“乡贤和事会”开
展“乡贤说事”，助力西瀛大街征迁项
目破难。乡贤们不但“说”通了钉子
户，还纷纷捐资出力，今年成功啃下
了这块硬骨头。

目前，象山已建立镇乡（街道）乡
贤参事会 18 个、村级示范参事室 36
个，1280余名乡贤参事员与 490个村
开展结对互动；全县吸引乡贤回归及
引荐项目43个，总投资16亿元，乡贤
开展助学扶贫公益活动 20 余次，总
捐资近400万元。

象山象山：：
凝聚乡贤力量凝聚乡贤力量
画出乡村发展画出乡村发展““同心圆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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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永旺村花海图为永旺村花海。。 （（戴海明 王珏戴海明 王珏 摄摄））

石碶南新塘河：
昔日黑臭河 今日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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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地铁轻轨旁，一条古老的塘河静静流淌，临水而建的老街曾经市
声喧哗，如今，还能找到它的旧时面貌吗？

日前，笔者坐地铁来到海曙区高桥镇，步行至高桥老街，只见工匠在修建
照墙，还有一些人在河边路面上铺石板。高桥老街修缮工程全面启动，预计年
底能重现旧时风貌。

临河而建的高桥老街临河而建的高桥老街。。 （（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南新塘河展新颜。（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