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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近年来，松江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奋力推进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
建设，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多项工作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在扎扎实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松江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

探索乡村振兴新实践 绘就城乡融合新画卷
——上海松江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成果拾萃

■ 本报记者 何秀芳 特约记者 李于伯

白墙黛瓦、青砖小路、檐角婆娑
……穿梭在整洁幽静的泖港镇黄桥
村，一座座白墙黑瓦的秀气小楼被

河流与绿地分隔得错落有致，村民
们其乐融融。黄桥村是上海市首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也是农村宅基地

改革试点村。从探索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到垃圾分类，再到编纂村志，黄
桥村乡村振兴的“新蓝图”就这样缓
缓展开。

黄桥村因地理位置在园泄泾、
斜塘江和横潦泾（黄浦江上游）的交
界处，即黄浦江的源头，故黄桥素来
享有浦江第一村的美誉。近年来，
黄桥村大力继承和发展古老的民俗
文化，并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接连开
创了沪上“楹联第一村”、申城第一
眼温泉、浦江第一村、首个火龙果种
植村等多个第一，连续10次被评为
最干净的村庄、最生态的乡镇。

走进黄桥村，能感受到村民们
的精气神变化不小，村里年轻人陆

续回来了，车子多，孩子也多。村民
说，这种“热闹”是这三年才有的。
2018 年 6 月，作为上海市唯一的乡
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和农村宅基地改
革“双试点”，泖港镇黄桥村成为全
市首个以整村规划来设计农民相对
集中居住的村。黄桥村的集中居住
点呈“丁”字形，建筑外观采用白墙
黛瓦、观音耳等设计，富有江南风
情，同时也体现了松江传统民居的
特色。房屋内敷设了水、电、燃气管
网，村民在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的同时，还能欣赏到田园风光。

变化的背后是上海建立市、区、
镇三级层层落实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的机制。据介绍，自从这项工作开

展以来，过去明显可见的乡村“短
板”被撬动了。从前，老屋陈旧、风
貌凌乱、市政设施配置不到位、公共
配套设施落后，城市和乡村居住环
境差异明显，让身处其中的大多数
村民无暇顾及乡村的自然美，更谈
不上宜居。随着乡村振兴示范村农
民相对集中居住实践探索力度的不
断加大，一个个“平移”集中居住样
板正脱颖而出，乡村风貌元素的设
计感为整个村庄带来新风。

如今，“黄桥模式”在松江不断
得到复制。在新浜镇南杨村、石湖
荡镇东夏村等，白墙黛瓦的新民居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现
代化农村新社区“落地生花”。

1 黄桥村：昔日浦江第一村 今时改革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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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静 的 鲁 家
埭河贯穿松江区
新浜镇胡家埭村
南北，70 岁的陆美
玉家就在河边，正
对家门口的河边
有一处亲水平台，
面积不大，三条长
椅，一处桌台，一
把遮阳伞，天气好
的时候，村里的老
姐妹们会坐在这
里拉拉家常、做做
手工。亲水平台
是陆美玉自己掏
钱建造的，“花了
2000 多块，就是为
了方便邻居们一
起 来 坐 坐 ，喝 喝
茶、聊聊天。”

陆 美 玉 家 获
评过松江区“茸城
美丽家庭”，村里
的“家风驿站”就
设 在 陆 美 玉 家 。
以“家风驿站”为
载体，胡家埭村每
年都会开展“驿路
有你”系列主题活
动，包括巾帼读书
汇、妇女议事厅、
家书抵万金等，构
建起弘扬家风文
化 、凝 聚 家 风 力
量、关爱家庭建设
的实用平台。“家
风驿站”只是胡家
埭村乡风文明建
设的一个缩影，多
年来，胡家埭村紧
紧 围 绕“ 党 员 带
头、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
文化”的主线，努力创建乡风
文明、荷香景美、生态宜居的
江南小村落，把文明的种子种
进村民心田。

胡家埭村是松江荷花节
的主场地，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让“芙蓉村”享誉长三角。每到
荷花盛开的季节，300 多亩的
荷花基地游人如织，赏荷的游
客也让这片荷花荡实现了农业
和休闲产业的“联姻”。胡家埭
村作为松江唯一一个文旅功能
融合国家级试点，着力突出

“荷”元素，将百姓戏台、沿河民
宅等空间资源进行配套改建，
将整个村子整合成“串珠成线”
的综合性文旅体验区域，通过
增强游客的“游赏玩”体验打造

“网红赏荷”一日游品牌，实现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功能，
让更多城里来的游客除了赏玩
景点，还能在这里“看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荷花给胡家埭村带来了
变化，也改变了村民们的生
活。“来玩的人多了，村里的
环境变美了，我们的生活也
一年更比一年好，”陆美玉开
心地说。早上起来沿着鲁家
埭河跑跑步，晚上去百姓戏
台跳跳广场舞成了陆美玉的
生活日常。

整洁清爽的林下小路上，老人
扶杖而行；展板内容丰富的文化长
廊里，三五学生边看边交流；农房旁
的咖啡屋，飘出阵阵咖啡香……走
进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一幅人和
景美的乡村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这里空气好、环境好，阿姨人
也特别好，和大伙儿一起住在这里
真舒心！”从市区搬来堰泾村“幸福
老人村”养老的赵荣堂老人已年近
九旬，5年前，试住了两个月后的他
果断留下。5 年来，他和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老人已结下深厚情谊。去
年体检查出肺结节后，赵荣堂老人
一直忧心忡忡。为此，工作人员一
边请家庭医生帮老人分析报告，一
边耐心陪伴开导老人。很快就让老
人放下心结，走出房门，和老伙伴们
一起愉快地聊天散心。

在绿水田园间有人关心、有爱

相伴，赵荣堂老人温暖和谐的晚年
生活也是“幸福老人村”居民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子女远在城区、
老人独自留守生活的现象在沪郊
乡村较为普遍，如何让老人们安度
晚年成为迫切的议题。2016 年在
堰泾村创立的“幸福老人村”便是

“幸福田园养老”模式探索的理想
答案，通过整合利用农村闲置资
源，广泛吸纳多方力量，加强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老年人
实现“原居养老”。

7年多来，“幸福老人村”常设
40 余张床位，配备完善的基础设
施，提供医疗和心理咨询服务，逐
渐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在充
分满足老人们基本养老需求的同
时，还积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开拓了乡村咖啡屋、乡村博物
馆、口袋公园、慢时光蜗牛生活馆、

微型采摘园等新场景，引导老人们
参与其中互动交流，让他们的田园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幸福
老人村”还积极引入各类公益资
源，形成了一批以“孝”为主题的农
村公益养老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
市民到“幸福老人村”开展关怀慰
问、为老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让
老人动起来、乐起来。

2019 年 9 月，松江区以叶榭镇
幸福老人村试点为发端，探索“幸福
养老村模式 2.0版”，建设能够为农
村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和上门护理
的养老服务设施综合体，以嵌入式
养老服务，辐射周边农村。如泖港
镇黄桥村的“幸福养老村 2.0版”在
满足农村老年人在不离家、不离土、
不离乡、不离亲的情况下能享受专
业养老服务的同时，建设标准和理
念也有了更新，适老性、专业性等品

质有了质的提升。
“这里与我想象中的养老院完全

不一样，住得好吃得好，护理员也是

熟人，相当安逸，有家的感觉。”入住
黄桥幸福养老村长者照护之家后，89
岁的泖港镇村民马来发如是说。

3 堰泾村：树立颐养新标杆 打造幸福夕阳红

缤纷灿烂的花海，阡陌纵横的
稻田，恬静的江南水乡……松江区
叶榭镇南北两路水系沟通，江南水
乡的自然肌理保存完好，南面是一
览无余的稻田，北面是已经形成的
大型花卉基地。井凌桥村天然禀
赋的生态资源得以在松江区农委
等牵头的保留示范村落遴选中拔
得头筹，成为松江区首家保留样板
村落。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根据编
制的村庄规划，井凌桥村叶新公路
以北是“花海”，打造以花卉为主的
体验区及多功能服务区；叶新公路
至张塘公路定位“水乡”，作为民居
保留区域；张塘公路以南区域则以
稻田为主。花海、水乡、稻田的功
能布局，以及随着而来的基础设
施、农民居住环境的提升，为井凌
桥谋划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民居
错落有致，绿树鲜花掩映，稻田深
处炊烟袅袅，留住了这个保留村落
的浓浓乡愁。

井凌桥村占地约为 5.97 平方
公里，人口有 4000余人，由原塘坊
桥村、兴溇村、井凌桥村合并而
成。近年来，井凌桥村认真践行区
委、区政府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

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在多次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三先三后”
的工作方针。

规划出台后，井凌桥村将过去
散落的房、田、林、水、草、路、园等
各要素重新架构组合。昔日破旧
不堪的水泵房，变成今日村口的党
群服务站。曾经撤并的村校旧址
变成了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光隐花
隅”，老旧的村貌焕然一新。井凌
桥村的蜕变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
与。井凌桥村将垃圾分类、人居环
境整治、志愿服务等融入村规民
约，引导村民自觉践行，共同维护
美丽家园。通过村民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发挥好自治、德治、法治的
优势，凝聚起基层力量。

井凌桥村花卉产业经过 20多
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通过集体土
地入市、宅基地收回等多种形式盘
活闲置资源。以花为媒，筑巢引
凤，打造集直播、零售、批发、会展
于一体的花卉产业综合体——云
间卉谷。通过引入光大特斯联进
行全村全域经营式开发。民宿、花
艺工坊、培训中心，农家餐饮，未来
的一个个特色打卡点会让市民发
现身边的农村也可以这么好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
春烟。春日里的松江区新浜镇泾圩
自然村一派田园风光。一大早，70
岁的沈文良便出门了，早上去村里
的党建服务点喝茶聊天成了他近几
年来的习惯。到了傍晚时分，吃过
晚饭的沈文良又会与村民们一起，
三五成群沿着平坦的村路有说有笑
地散着步。

近年来，新浜镇积极探索农村
地区的精细化治理路径，充分利用
各村的自然地理条件，实施村庄小
区化管理新模式，不断深化农村地
区社会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泾圩自然村隶属于新浜镇文华
村，自然条件特殊，湾良泾、茹塘江、
泾圩界河、南面泾四条河围绕四周，
将泾圩自然村紧紧包围。“这样像孤
岛一样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实行
全封闭式管理。”新浜镇平安办主任
汪文武说。为此，2018 年初，新浜
镇选择泾圩自然村作为试点，探索
村庄小区化管理新模式。

实行村庄小区化管理，建章立
制是关键，文华村根据农村地区的
管理特点和村民的实际需求，进一
步完善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

规定》，并将其作为村庄小区化管理
工作起步的头件事。通过调查研
究、起草初稿、征求民意、修改完善、
村民表决等步骤，将符合村内实际
的管理办法以文字形式固定，为村
务管理提供统一的依据，为规范村
民日常行为、预防矛盾发生等方面
提供了参考。

在硬件设施方面，最先启动的
工程是“雪亮工程和智慧公安”建
设，泾圩村采取“增、移、补、建”等方
法，使全村的公共监控从原来70个
增加到106个。结合“智能安防”建
设，村里安装了广播系统，用于应急
和政策宣传，大幅度提升村庄技防
水平。为平安志愿者们配置了有图
像传输功能的电动车，巡查图像与
镇综治中心、区综治中心形成四级
传送、三级管理处置的运行模式。

为了培养村民自治自管的主人
翁意识，村里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
取、公开公正的方式，优化村里自治
队伍。通过全村范围内的募集，村
民自愿报名作为村庄小区化自治自
管志愿者，采取两班三运转的方式
加强门岗卡点的值守和区域巡查任
务。今年 63 岁的钱喜华就是自治
自管志愿者之一，谈起村里的治安
变化，钱喜华开心地说：“以前偶尔

还会有偷倒垃圾、小偷小摸的情况，
现在基本没有了。”

如今，进出泾圩自然村只有南
面文工路和西边泾甪路两个出入
口，这两个出入口犹如城里小区的
两个门，都设置了岗亭，装上了道
闸，实现人过留脸、车过留牌、物过
留影、机过留号，使村民也能享受和
城市社区居民一样的小区管理。

在文华村泾圩自然村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新浜镇将村庄小区化管
理经验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充分利
用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按照镇域
内河流、道路分布情况，在连接外镇
外区的4个通道、村村连接的9个卡
点，建设智能化岗亭和道闸，形成了
外围有值守、中间有卡点、村庄有岗
哨的镇、村、组的“三环三级”的管控
机制，达到了“群防群治、联防联控”
的网格化管理效果。

汪文武表示，实施村庄小区化
管理以来，110 报警和刑事发案率
下降了 60%；乡村矛盾纠纷率下降
了 45%；信访和 12345 投诉率下降
了 48%；各类安全事故率下降 25%；
群众安全感由35%上升到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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