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点赞

采访札记

■李雨婷

一汪玉泉，百年传承。
玉泉，一个有着美丽风景和悠久历史的村落，

虽历经风雨变迁，依然风华如初。凤凰涅槃、蝶变
跃升之后，水更清、景更美，住更宜居、业更兴旺、人
更和谐，让我们看到了江南乡村最美的姿态。

乡村，一直是人们心中抹不开的情结。乡村
的路，乡村的风，乡村的水，乡村的人，不管经过多
少年，都让人心怀牵挂。带着这份惦念，这些年，
平湖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美丽经济发展蓬勃
兴旺，不少美丽乡村精品风景线都成为了热门打
卡地。这时候，玉泉自然村落“美颜”归来，从它的
身上，我们能看到怎样的美丽与繁华？玉泉，自然
有它的独特之道。

美丽乡村的灵魂是什么？美丽乡村不仅是简
单的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山水背后的文化与传
承。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根和魂。走在玉泉村落，一
步一景，一景一深意。从玉泉池到金家桥，从蚕桑
体验馆到中医养生馆，每一个景点都代表着玉泉一
种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从数百年前绵延至今，在
玉泉人中口耳相传，如今在玉泉村落蝶变跃升之
际，风华再现，让我们看到了乡土文化的厚重与积
淀。走在这样的美丽乡村，我们看小桥流水，听过
去的故事，品一方文化，“看山望水记乡愁”，更是独
有一番韵味。这便让玉泉，有了根和魂。

要让玉泉走得深、走得远，靠“景”，明显不够，
关键还要靠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就是共同富裕，
让老百姓从发展中尽享红利，增强玉泉发展的参与
感、自豪感和荣誉感，方是可持续之道。玉泉，在这
方面，也是动足了脑筋。从低收入农户到普通群
众，从共享厨房、共享厨师再到共享菜园，从研学经
济到采摘体验等各种新兴美丽产业，每一项都深挖
当地特色资源，充分带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将共富外延拓展至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域，这样
的厚度与高度，尽显了新埭镇党员干部的拳拳为民
初心。正是有这样的初心与恒心，玉泉的未来才更
可期。

唯有走向“未来”，美丽乡村才更有希望。如今，
乡村的发展均以“未来”之名，玉泉亦然，紧跟新时代
新趋势新要求，为未来注入无限动能。未来风貌、未
来产业、未来交通、未来养老……每一项都因地制
宜，从发展实际出发，立足于人民群众切实所需，注入
未来元素，彰显现代之美，搭乘数字化快车，乡村的发
展更有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可感。我们也期
待，在玉泉，看见更多“未来”。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是基础，未来乡村是未来。
让我们以奋斗成就荣光，用勤劳走向共富，带着“乡
愁”，奔向“未来”，缔造玉泉更美好灿烂的明天！

记住乡愁
看见“未来”

产业兴旺，是共奔富裕
从一个闲置多年的猪舍，到景美

客满的“黄金屋”，新埭镇玉泉村落的
低保边缘户陆士良从没想过自己家
里“无用”的附属房，不仅能成为村里
美丽经济发展的热点，而且也成了家
里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这个“黄金
屋”，就是“共享厨房”。

玉泉，毫无疑问，变美了。但要让
美走进群众“眼”里，更走进“心”里，关
键还是要将美丽变成产业，让产业赋
能共富，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借力美丽乡村，玉泉也开始大力发展
未来产业。“共享厨房”就是最好的见
证。作为新埭镇“新乡邻”系列品牌的
又一共富产品，“新乡邻·共享厨房”将
村民们闲置的附属房改造提升为厨
房，共享给游客使用。游客们可以在
共享菜园里面摘菜，在传统土灶上做
菜，感受乡野乐趣；也可以选择共享菜
单，邀请共享厨师——乡厨做上美味
可口的当地特色菜，一尝新埭美味，从
美丽乡村中拉动美丽经济，感受美好
生活。

“我们目前共改造了 4个共享厨
房，并将共富融入了共享厨房的每一
个环节，推出了共享厨师、共享菜园、
共享菜单等衍生产品，让包括低收入
家庭在内的农户们从中获取收益，最
大限度地激发美丽经济活力。”黄伟
说。一个共享厨房，催生多项收入。
陆士良算过一笔账，这个共享厨房的
建设让他多了 4笔收入，一是房屋的

出租收入，村里将按照一
年 1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
付给他租金，一年他就多
了 4000多元的收入；二是
共享菜园的卖菜收入，屋
后专门辟出了两块地让他
种果蔬，游客可以在这里

“就地取材”；三是保洁的
收入，每一批游客租用共
享厨房后，都要进行规范
化保洁，而村民们都可以
应聘保洁员；四是共享厨
师的收入，他计划去应聘
共享厨师，多一项技能多
一份收入。看着家里如今
焕然一新的后院，白墙黛瓦、木头隔
窗，配以院子里的园林景观，陆士良
觉得不仅环境变美了，更美的还有生
活的希望。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
义。玉泉村落，虽然不大，但是共富产
业却与美丽共生，无处不在。走过村
民的房前屋后，家家户户的共享菜园
里均种上了时令蔬菜瓜果，游客只要
扫一扫一旁的二维码，既可以将“新
鲜”带回家，也可以将收入带给玉泉村
的村民；共享厨房里的菜品除了来自
当地的农户，还与新埭镇本土的水月
湾、千岁农庄、三丰果蔬等品质农业基
地达成合作意向，拓展基地销售渠道；
共富馆里，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更是
蕴含了无限可能，未来，将拓展企业团

建等共富热门业务；中医养生馆里既
可以感受中医药文化，也可以参加研
学、体验等活动；水市码头里也将催生
咖啡、茶饮等多种业态，增加游客在美
丽乡村里的时尚体验；内河码头将上
线游船业务，游客们可坐在小船中一
览石前港的碧波荡漾，一品江南水乡
的无限风情；蚕桑体验馆对面的 2亩
多桑树林，在明年春天，也将迎来第一
波果桑采摘游……

美丽，不仅是一次环境的改变，
也是一次产业的转型。“玉”落碧

“泉”，让“未来”饱含无限可能。产业
的兴旺，让玉泉村民在收获美丽乡村
的同时，也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
转化中，油然而生了一份浓浓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美丽再现，是百年风华
盛夏时分，沿着新埭镇大齐塘村

向西南方向一路驶去，一座带有江南
风韵、婉约清丽的村落在改造一新后
美得不可方物，让人流连忘返。这个
地方，就是玉泉！

古时的玉泉因村内一汪泉水如
玉般澄澈而得名。据明天启《平湖县
志》记载：“玉泉池澄清彻底，可以煮
茗，无半点尘滓，与白玉恒似。”正如
这美好的起源，穿越百年后，玉泉美
丽依旧。一走进玉泉村落，就能看到
坐落于村口的玉泉池在阳光的照耀
下，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被翠绿
硕大的荷叶遮盖的玉泉池中，或白或
粉的荷花点缀其中，清风徐来，花瓣
随风晃动，惊艳了整个夏天！

“秀溪田桑·金玉满塘”，美的不
仅是这一洼浅浅的池塘。沿着平整
宽阔的沥青路继续向村子里走进，绿
草茵茵，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曲径通
幽，美不胜收。玉泉，不是一条简单
的美丽乡村风景线，而是地域文化与
美丽乡村的深度融合。越往深里走，
不仅能看到美丽的风景，还越能感受
到玉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清
风袭来，回味悠长。

走入玉泉池西侧，一座古石桥依
稀可见残影。这座有着 200多年历
史的古石桥叫“积善桥”，俗名“金家
桥”，此桥虽已在原址改为水泥平板

桥，但在桥边的标识上依然留下了古
积善桥的模样和“积善桥下有黄金”
的传说。“积善桥”下有黄金或许只是
传说，但积善行德、勤劳致富的品格
却深深刻在了玉泉村落村民的骨子
里。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玉泉几
乎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千亩桑园
无穷碧，遍地蚕农采桑忙，桑蚕产业
也一度成为玉泉的支柱产业，成就了
那个年代农户的“致富梦”，当时因养
蚕还涌现了浙江省劳模黄荣林的先
进典型。如今的玉泉虽无大规模的
蚕桑事业，但是沿着石前港向南而
行，就可在玉泉精心打造的蚕桑体验
馆中，感受浓厚的蚕桑文化、体验传
统蚕桑产业“破茧成蝶”的历程，在体
验馆对面种植的 2亩多桑树林中，待
到春日时分，连片桑田青翠碧绿，片
片桑叶迎风摇曳，尽是清香。

走在石前港边，细心的游客会发
现，农户房前屋后多种有铜钱草、脱力
草、益母草等中草药，河南岸还建有“百
草亭”，亭前皆是常见的中草药，这也是
玉泉的一大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玉泉村落自古以来都是远近闻名的养
生村落。村落内一直有种植中草药养
生的传统，目前共有各类中草药10余
种，村民对其功效更是如数家珍。因此，
玉泉村落也是一个长寿之地，村落内目
前共有80岁以上老人45人，90岁以上老

人8人，百岁以上老人1人。
一砖一瓦、一花一

草和村民的一言一行
间，体现出风景秀丽、
人文纯朴、乡风文明的
新农村气质。玉泉最
让人流连的还要属这
里的水。村内水网密
布，水资源丰富，石前
港与费华浜、后浜、俞
家浜等支流连成一片，
远远望去，碧波荡漾、
古韵悠然。“我们在玉
泉中进行‘碧水绕村’
工程，共涉及河道 2.4
公里，不仅对河水进行
净化，还在水中种植了金鱼藻、菖蒲
等水生植物，以及观赏鱼等的养殖。”
大齐塘村党委书记黄伟介绍道，如
今，穿村而过的石前港依旧清澈见
底，河底的水草清晰可见。

蓝天、碧水、绿树、民居，在玉泉，你
可以在优美的乡间小道上漫步、骑行，
感受美丽乡村的风景；在绿树草地中的
百草亭里品茶、下棋，享受农家的悠闲；
在童趣乐园中与孩童一起嬉戏、玩耍，
体验美丽乡村游的乐趣；还可以在装饰
一新的中医养生馆中探索玉泉中草药
的文化历史，找寻长寿的秘方……玉
泉，深入其中，其乐无穷。

从风貌蝶变到产业升级，从传统
农村到现代转变，变的不仅仅是可见
的环境与业态，还有乡土深处蓬勃而
出的发展潜力。因为，在玉泉，“未来”，
已悄然而至。

“美丽乡村建设是玉泉村落变迁
的初级版，当前我们还在打造它的升
级版，就是未来乡村，把数字融进群众
生活，把‘未来’带进乡村，让农村群众
在美丽乡村中也可感受现代生活的魅
力与活力。”新埭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
依颖说。近日，2022年度嘉兴市级未
来乡村创建名单新鲜出炉，大齐塘村
名列其中。如今，玉泉的“未来”，已来。

未来风貌，让玉泉村落涅槃重
生；未来产业，让玉泉村民奔向共同
富裕。未来，不止“未来”。如今，沿
平兴公路，一路向西，行至玉泉村落，
畅通无阻，无论是通村公路、村内干
道，还是村内支路皆是宽阔平整的柏

油路，车行入户毫无障碍，在玉泉村
落配建的公共停车场里，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已然就位，为游客和村民提供
出行便利，未来交通场景初步构成；
碧水绕村建设让石前港这条与玉泉
人相伴了数百年的河流，进一步得到
了保护和修护，生活垃圾智能化收运
也步入了常态化，垃圾分类成为了村
民们的自觉习惯，未来低碳场景就在
身边；村里的诸仙汇建材堆场码头以

“众筹+”的方式，邀请村民共建，年收
益率超 20%，配以数字化应用，码头
发展既环保又高效，让群众充分感受
未来智慧的时代魅力……

未来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满足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场景的建设自然也要从人民群众的实
际需要出发。“鉴于玉泉养生村落的传
统和村内老人普遍长寿的实际情况，
针对老年人需求，我们将着重构建未

来养老场景，让老人们尽享‘未来’福
利。”张依颖说，接下来他们将以玉泉
为试点，针对80岁以上老人的各种养
老需要将分类构建不同的养老服务场
景，“私人订制”各类养老产品，对于卧
床不起的老人，将配置有监护作用的
乳胶床垫；对行走不便、老年痴呆的老
人，将提供数据监护、实时定位、一键
呼叫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手表，所有
数据与村级管理端、子女端同步，可实
现全天候监护，确保老人健康与安
全。同时，针对子女不时常在家等情
况，还可提供老人预约买药、送餐上
门等贴心服务，解决老人多种需求。

未来乡村，不止美于方寸之间，更
美在未来场景与共同富裕、群众需求
的同频共振之中。从中，我们看到了
乡村发展的无限潜力，更看到，乘着

“未来”发展的东风，人民群众日益美
好的生活在这片乡土上幸福萌芽。

“未来”已来，是幸福已至

核心提示：玉泉，穿越数百年，美丽
回归。在这里，可见江南村落碧波荡漾
的“水之美”，再现了传统文化流传百年
的“文之美”，还蕴含着平和报本孝老爱
亲的“人之美”。如今，经过美丽蝶变，
以“秀溪田桑·金玉满塘”为新发展定位
的玉泉，奔着未来乡村建设的目标，以
美丽乡村催生美丽经济，以美丽经济赋
能村民幸福生活，唱响共同富裕协奏
曲，奏响了新时代田园牧歌。美丽依
旧，美好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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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秀美深深 度度11
“““玉玉玉”””落碧落碧落碧“““泉泉泉”””向未来向未来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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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池玉泉池

共享厨房小院共享厨房小院

共享菜园共享菜园

百草亭前种植的中草药百草亭前种植的中草药

运巧居运巧居((蚕桑体验馆蚕桑体验馆))

中医养生馆中医养生馆

现在咱们村里一步一景，其中不少都来
源于历史典故，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深挖
本地资源，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更多乡土知
识，了解越深，越是热爱这片土地。虽是土生
土长的玉泉人，但是有些历史人文我也是头
一回了解，以后还可以邀请同学和朋友们来
我们村里共赏美丽乡村、一起了解乡村背后
的故事。

费在良

（乡村厨师）

现在咱们村子可美丽了！吸引了不少游
客来我们这里逛美丽的乡村、品美味的农家
美食，这也给了我们乡村厨师更多的增收机
会，能够在空余的时间给游客们做上几桌咱
的拿手菜，原料也是边上的菜园里种的，大家
吃得安心、满意，我们也十分开心。

孙连生

（玉泉村落村民）

玉泉是个好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咱们村一直有种植中草药的传统，许多村民
都会在自家的门口种上中草药，又实用又好
看。今年我已经96岁了，不止我，我们村里八
九十岁的老人也很多，大家都有自己的养生
之道。

黄思宇

（玉泉村落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