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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去年下半年开
始，我省全面启动实施城乡风
貌整治提升行动。通过自然空
间、历史文化和现代建筑三个
方面的整体提升，形成融合自
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
的整体大美，带动浙江未来的
高品质，展现浙江特有的气质。

在公布的首批 212 个城乡
风貌样板区试点建设名单中，
城市风貌样板区试点 121 个，
包括城市新区类 61 个、传统风
貌区类 31 个以及特色产业区类
29 个，县域风貌样板区试点 91
个。我市共有 22 个区域上榜。
本刊从这期开始，推出 《城乡
风貌提升进行时》 系列报道，
一起来看看这些区域在推进城
乡 风 貌 建 设 方 面 做 了 哪 些 工
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 勇
通讯员 史迎霞

冬日时光，漫步月湖，当代
著 名 画 家 吴 冠 中 经 典 名 作 《双
燕》 的“母体”袁宅倒映湖中，
青砖黛瓦的宅子，疏影横斜的柳
枝，呈现江南水乡唯美意境，成
为市民心驰神往的网红打卡地。

《双燕》“母体”的复原是天
一阁·月湖景区二期提升工程的
核心部分，也是近日公布的我省
首批城乡风貌样板区 （特色产业
区类） 之一——海曙天一阁·月
湖·金汇特色产业风貌样板区的
有机组成部分。该样板区以天一
阁·月湖景区、月湖金汇小镇客
厅为主，北至三板桥街－中山西
路－迎凤街，南至马衙街－偃月
街－柳汀街，西至长春路，东至
镇明路，共计 35 公顷。

“样板区将传承天一阁百年藏
书 文 化 、 月 湖 千 年 浙 东 学 术 文
化，建成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水街
相依、城湖合璧、古今相融、宜居宜
业的以类金融产业为核心、文化旅
游为基础、创业创新为补充的特色
小镇样板区，打造长三角南翼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高端金融集聚中心、
金融创新产业培育中心、互联网金
融示范中心。”海曙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样板区的打造对于
塑造宁波书藏古今的特色品牌、
培育产业新动能、推进城市转型
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状：历史人文、金融创
新、文旅资源优势显著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居
于宁波城市中心的月湖称得上宁波
的母亲湖，也是宁波人的精神守望
之地，素有“一部宁波史，半部在
月湖”之说。月湖地区始于唐代，
兴于两宋，盛于明清，转型于近
代，积淀了璀璨的月湖文化，成为
各个时期达官显贵的府衙官邸、文
人墨客的书院讲堂、名门望族的聚
集宝地，是宁波城市一个独具特
色的区域，样板区内历史人文积
淀不言而喻。

月 湖 片 区 是 宁 波 “ 千 年 府
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宁
波历史城区 8 个历史街区之一，也
是宁波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目
前，样板区内拥有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3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 50 余处，拥有藏书文化、名人
文化、创意等核心资源。

同时，样板区内金融特色产
业 发 展 迅 猛 、 金 融 创 新 基 础 良
好。样板区包含月湖金汇小镇的
核心启动区，小镇 2016 年开启租
赁工作，2017 年 8 月被列入浙江
省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以“新金
融+人才+文化+历史街区”的模
式，吸引着海内外投资创业的目
光。截至去年 8 月底，已成功吸引
金融资产、天风、甬兴证券、浙
江城数、北京嘉实、和合期货、
德恒律所等近 40 家金融机构、上
市公司总部、证券期货公司和私
募机构先后入驻，整体出租率超
80%，新金融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底蕴造
就了样板区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
优势。从其自然格局上看，经过
历代文人、墨客、士大夫的精心
营造，东西两侧自成体系，东侧
月湖公园与西侧天一阁通过马衙
河水系串联，东侧呈现“小桥、
流水、亭台楼阁”的风貌特征，
西侧呈现“高墙、窄巷、深宅大
院”的传统空间格局；从其功能
上看，形成了传统历史文化与创
新金融文化相融的三大片区，分
别为东侧的月湖公园，西侧的我
国现存历史最久、亚洲第一、世
界第三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北
部的月湖金汇小镇客厅。

2018 年 10 月，“天一阁·月
湖”景区被确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景区范围与月湖历史文化
街区范围相同，全力打造为国内
独一无二的集藏书文化、创意文
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 5A
级 旅 游 景 区 ， 吸 引 游 客 纷 至 沓
来，去年累计接待游客 115 万人
次，旅游年收入 1100 万元。

未来：金融、文化、旅游
产业集聚融合

根据规划，样板区将以“千
年浙东邹鲁，当代金融新秀”为
创 建 主 题 ， 以 天 一 阁 · 月 湖 景
区、月湖金汇小镇核心启动区进
行构建，将打造历史传统风貌浓

厚，旅游、文创与金融创新产业
集聚的片区。建设项目包括月湖
片风貌整治提升工程、天一阁·
月湖景区二期提升工程和马衙街
以北地块项目，到 2023 年末，月
湖西区二期改造基本完成，天一
阁扩建进一步推进，特色街区、
慢行系统与风貌游线等重点项目
取得实效，样板区内风貌得到提
升，金融、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的产业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记者了解到，月湖片风貌整
治提升工程旨在提升月湖西片区
街景风貌，包含市政道路建设、
绿化提升、偃月街雨污合流管改
造，已基本完工。天一阁·月湖
景区二期提升工程为月湖景区、
天一阁广场、马衙街沿线等区块
景观提升，目前已经竣工。这一
工 程 还 着 力 加 强 了 夜 景 亮 化 效
果，不仅全面提升了景区夜间游
览的安全性和景观性，而且投亮
了景区建筑、桥梁和树木，营造出
柔和的湖岸线及淡雅的夜景氛围。
此外，还提升了院士林、水则广场、
湖面、绿化景观，使其更通透大气；
在马衙街种植了特选梅花，与超然
阁梅花形成呼应及延伸；在马衙漕
内种植了荷花等水上植物，将在今
年夏日展露芳姿。马衙街以北地块
总用地面积 5.69 公顷，其中出让用
地面积 4.81 公顷，地块内文保点 8
处，保留历史建筑 48 处，目前出地
计划正有序推进中。

根据“传承历史、织补功能
和做活产业”的总体思路，样板
区将传承千年浙东文化，尊重江
南 水 乡 传 统 街 巷 肌 理 与 建 筑 风
貌，强化历史资源的风貌活化与
展示，重塑月湖地区作为宁波城
市传统文化高地的地位；传承月
湖一脉相承的和谐人居理念，依
托对月湖西区二期等老建筑的更
新，补齐片区内休闲娱乐设施缺
乏的短板，塑造历史与老城更新
的典范；以金汇特色小镇建设为
契机，构建类金融产业、文化旅
游为基础的多元产业体系，以天
一阁的扩建为契机，结合高端文
化论坛，形成传统和当代文化展
示、宣传和交流创新之地。

海曙天一阁·月湖·金汇特色产业风貌区——

打造古今相融、宜居宜业的
金融产业特色小镇样板

汤家闸村村民正在文化礼堂中看书汤家闸村村民正在文化礼堂中看书。。（（董惊鸿董惊鸿 摄摄））

记 者 董惊鸿
余姚市委报道组 劳超杰
通讯员 吴嘉诚

一村一色，一堂一品。
归乡的游子，在对乡愁的一次

次回味中，总有需要触摸乡村痕迹
的地方。余姚低塘街道 11 个村的
文化礼堂就承载了这样的使命，成
为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的
主阵地。村民们在各自村舍的文化
礼堂中练书法、秀旗袍、诵经典、
看演出⋯⋯使其逐渐成为村民们的
精神家园。

近年来，低塘街道着眼新时代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加强文化礼
堂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练好“内
功”，积极推进文化礼堂“建管用
育”一体化建设。去年以来，已先
后建成省级书香文化礼堂 9 家，其
中五星级 5 家，数量居宁波市各乡
镇 （街道） 首位。

在修炼“内功”上，低塘街道

一方面努力建设文化礼堂工作队伍
和文化礼堂志愿者队伍，为文化礼
堂相关活动的常态长效运作提供人
才队伍保障；另一方面秉持前期引
导加后期把控的大原则，即在文化
礼堂运营初期对活动内容进行方向
上的引领和建议，后续活动的开展
则主要依靠群众自己，通过群众自
我造血功能，实现文化礼堂最大限
度的利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镆
剑山村村民陈巧根发挥自己的书法
特长在村内的各个卡口写下 《告村
民书》 以作警示。疫情缓解后，在
街道、村两级干部的大力支持下，
陈巧根在镆剑山村文化礼堂办起了
书法学校，目前已有固定学员 18
人，学员年龄最大的 83 岁。临近
春节，记者走进这所书法学校时，
最年长的郑高华老先生正在写送给
村民们的春联和福字，只见他手握
一支兼毫笔，胸有成竹地在万年红
宣纸上挥毫泼墨，不一会儿一副对

联和几张福字便写好了。原是拉
面馆老板的牛万军，在机缘巧合
下由陈巧根引荐，成为书法学校
最年轻的学员。“我们每周四都会
聚集于此，带上自己满意的字帖和
作品，相互切磋，交流心得。”牛万
军表示，“自从加入书法学校，自己
的 社 交 圈 广 了 ，文 化 生 活 也 丰 富
了，平时有空还会教郑巷小学的孩
子们练习书法，感觉很有价值。”

距镆剑山村仅两公里的汤家闸
村则主打各类文艺活动，而这离不
开该村文化员金凤的辛勤付出。她
2013 年来到汤家闸村，并着手组建
文艺团队，很快就成了村里的文艺
达人。“我自小就喜欢这类文艺活
动，在长期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村
民对文艺活动有较大需求，但一直
缺少宽敞舒适的活动场所和专业人
才。”好在 2016 年村里建起了文化
礼堂，金凤还特意从外面找来相关
的专业老师。如今，在她的挖掘和
培养下，村里已组建起一支 50 人

左右，包括旗袍模特队、戏曲队、
舞蹈队在内的文艺团队。该团队骨
干成员张国芬表示，自己原本是一
个含蓄的人，金凤挖掘了她唱戏的
才能后，现在基本上每周会参加活
动，人也开朗了，还交到了不少志
同道合的朋友。

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硬件设施
的建设。低塘街道在注重文化礼堂
等实体载体建设的同时，不忘推进
数字化配套设施的建设。

位于低塘街道东北角的历山村
是硬件设施投入较多的村庄之一，
历史底蕴深厚，十分注重传统文化
对村民的教化作用。“在街道的支持
下，我们特意聘请党史专家、知名乡
贤等开展调研规划，积极整合村内
公园、村落文化宫、旧祠堂等闲置场
所资源，建成了展示孝德文化的虞
舜纪念馆及展示红色文化和特色文
化的家园馆和孝德讲堂，还在公园
湖面上架建了‘欢乐大舞台’，将原
休闲小径布置成百米孝德长廊，方

便群众了解村史村情。”该村党委副
书记许建军表示，目前村文化礼堂
综合体已累计投入资金 2500 万元。

数字化改造也是低塘街道文化
礼堂硬件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该
街道 11 个村庄的农家书屋均依托
余 姚 市 图 书 共 享 平 台 ， 实 现 市 、
街、村三级图书流动，顺利打通公
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并在
宁波市范围，率先以街道整体推进
的形式引入“阅读驿站 云听宁

波”数字化阅读项目。目前该街道
已有“有声书墙”10 处，每周上墙
8 本至 12 本当季热门有声书籍，10
公里范围内的村民只需扫码即可免
费阅读收听该处书籍资源，极大提
升了村民的阅读热情。“下一步，
我们计划利用该平台的后台数据，
时时掌握村民的阅读喜好，动态更
新村民爱听想听的书，真正让‘有
声书墙’活起来。”该街道宣传委
员黄佳娜表示。

余姚低塘街道内外兼修盘活农村文化礼堂资源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童诗涵 胡 琦

鄞州区瞻岐镇岐下洋村的田
畈上，一车车的新鲜雪菜接踵而
至，在田埂间堆积如山。又到一年
冬季雪菜开腌时，为来年备货对于
农户们来说是最要紧的事情。

在这里，39 岁的郭斯统可是
个名人，不少年近半百的农户也
来请教他。2006 年，郭斯统大学
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田间地头，
从事蔬菜品种选育和精深加工关
键技术研究。5 年前，他负责种
植的“甬雪 4 号”创造了浙江省
雪菜最高亩产纪录，“雪菜状元”
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如今，已获评浙江省首批新
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的他，靠着
雪菜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共同
富裕路。

郭 斯 统 生 在 农 村 ， 长 在 农
村。跟大多数的家长一样，他的
父母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能够找一
份体面的写字楼工作，在大城市
过白领生活。

一开始，他也曾在市区找了
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农业的根在
农村，那里才是让我可以真正施展
拳脚的地方。”当一家农业龙头企
业向他抛出橄榄枝时，他义无反顾
地接受了。这家企业便是鄞州三丰
可味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小
镇，距离郭斯统的家将近 70 公里。

鱼儿终于游回了大海，“三丰
可味”为郭斯统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舞台。头三年，他以厂为家，
一有时间就往车间里钻，到基地
和农民打交道，长期从事雪菜、
高菜品种的选育和精加工研究。

工作不久后，他就发现农户
手里的雪菜品种经过多年种植，
退化严重，抗病性比较差，急需
选育一个新的品种。

2009 年起，郭斯统开始着手
建立雪菜、高菜种质资源库。每年
的 5 月至 6 月，雪菜开花时节，他就
往基地“钻”。实验室里那些锈迹斑
斑的回形针就是最好的见证。

“雪菜一开花，我们就要用回
形针给花蕾套袋固定，这样蜜蜂
和蝴蝶就不会把花粉串了，最终
从一百多个品种、上万个花蕾中
选到了一个，我们叫它‘鄞雪 18
号 ’， 整 个 过 程 花 了 五 六 年 。”
郭斯统介绍。

新 种 子 种 出 的 雪 菜 ， 产 量
高，分枝多。第一批“吃螃蟹”
的农户喜出望外。“这是‘鄞雪
18 号’，专家挑的种子，种植技
术也是专家指导的。”周召良家祖

祖辈辈是种植雪菜的，“原来雪菜
的亩产量 3000 公斤左右，这批有
5000 公斤一亩，赚了。”

“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滨海盐
碱地的新型雪菜栽培模式，同时
对原有品种采取‘提纯复壮’，让
雪菜品种退化的现象得到改善，
让农户的农业生产成本得到有效
控制。”郭斯统表示。

订单农业联通共富路，让农
户 从 “ 为 种 而 卖 ” 到 “ 为 卖 而
种”。郭斯统带领团队不断地延伸
雪菜的产业链，开发新的产品，
比如梅干菜。“把雪菜蒸完晒干后
就是梅干菜，雪菜只是在浙江一
带比较受欢迎，但梅干菜的受众
比较广，这样一来，我们工厂就
需要更多的原料，也就需要更多
的农户去种植，就能带动更多的
农民致富。”郭斯统介绍。

不仅如此，2013 年起，郭斯
统 还 带 领 团 队 开 始 “ 触 网 ”。

“刚开始两三年无人问津，但我们
始终相信，网购是趋势。”2018
年开始，网购销量大幅提升。

现 在 ， 在 淘 宝 网 输 入 “ 雪
菜”等相关字眼，鄞州“三丰可味”
的相关产品就会出现。郭斯统说，
现在光雪菜一款产品，一个月的网
络销售额就有 50 万元左右。

销量上去了，就需要更多的
原 料 。 这 些 年 ， 郭 斯 统 所 在 的

“三丰可味”还通过“订单农业”
的模式，让农户切身感受到腰包
鼓了。“今年，我们跟农户一共签
订了 600 多万元的合同，我们给
他们提供种子、种苗、农药、化
肥 ， 提 供 技 术 服 务 ， 他 们 只 管
种，只要达到我们收购标准的，
我们都按照保护价收购，一年到
头也能增加四五万元收入。”郭斯
统表示。

在瞻岐镇，不单单有当地龙
头企业帮助农户增收，还有瞻岐
镇的农合联助力。这是鄞州区最
早 成 立 的 镇 级 农 合 联 。 截 至 目
前，镇农合联集结了 74 家会员单
位，从以前的“单打独斗”转向

“抱团发展”，实现农产品统一包
装、统一销售，打响了瞻岐农业
品牌，联通了农民的共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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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燕双燕》》““母体母体””袁宅袁宅。。（（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金汇小镇一景金汇小镇一景。。（（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城乡风貌提升城乡风貌提升进行时进行时 ①①

郭斯统在研究雪菜品种郭斯统在研究雪菜品种。。（（童诗涵童诗涵 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