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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美丽乡村幸福图景 

陈忠平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高度重视美丽乡村示范创建工作，专门成立创建工作小组，整合政策资源，高标准开展以

“四美一特”为主要内涵的美丽乡村示范建设。近年来，前黄镇杨桥村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参与度不断提升，来杨

桥体验古街情韵、感受农耕乡愁、观光休闲互动等乡村旅游活动持续升温，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古村杨桥先

后获得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卫生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保护性开发，画好村庄布局“三个圈” 

杨桥村位于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南侧，地处常州、无锡、宜兴三地交界处，常漕公路、新长铁路、锡宜高速交会于本村，

镇、村大道村村相通。2013年杨桥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们在充分尊重《前黄镇镇村规划》《杨桥村传统村落保护

规划》的基础上，以镇村建设总体规划为牵引，以传统村落保护为前提，围绕杨桥古街的保护性开发，委托常州城建规划设计

院编制设计了《杨桥村美丽乡村规划》，坚持核心街区重点保护，协调区域适度开发，基础设施同步完善，生产生活优先保障，

村庄整体规划体现古街文化、水乡文化、田园文化和民俗文化，规划设计形成美丽乡村建设“三个圈”（宜居生活圈、产业发

展圈、乡村旅游圈）发展格局。生活圈主要以杨桥古街为核心，辐射周边村落形成融传统建设风貌、河港商埠、江南水乡特色

的设施完善、功能配套、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生活圈；产业圈主要构建独特的水稻规模生产经营、水产养殖、果蔬产品经营

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旅游圈主要涵盖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乡村传统文化、民俗非遗、体验休闲乡村旅游。 

功能化提升，统筹村庄发展“三片区” 

如今的杨桥村由运南、谢桥、南阳以及原杨桥合并而成，我们整合利用村域自然资源禀赋、历史人文底蕴优势，按照发展

功能主体定位，优化搭建三个功能发展片区，进一步增强全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承载能力，拓展村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根

据各个片区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初步规划了农业经济三个发展方向：一是稻米水产发展区，主要以种植优质稻米和特种养

殖为主；二是林果经营采摘区，主要以种植林木果树为主；三是传统文化体验区，主要以杨桥古街旅游业为主。 

项目化推进，坚持村庄建设“三同步” 

结合杨桥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共投入 700 多万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一是基础设施同步配套。通过“四有一责”示范村创

建，杨桥村“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为村民提供便民服务，方便了村民，提高了办事效率。村综合活动中心配套了村民公园、

健身广场、活动室、村民学校、农家书屋、电脑室等设施，是村民们锻炼身体、读书学习、娱乐活动的好地方。经过多年建设，

杨桥村基础设施建设已初步到位，村域道路硬化率、自来水入户率、生态户厕比例、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 100%，通信与网络也

已全面覆盖到各个自然村。镇村公交 519 路直达杨桥，村级主要路段都已经安装了路灯，方便了群众与游客的出行。二是生态

环境同步提升。为整体提升村庄环境，投入 130万元，新增管网 3000余米，建造污水处理站 3座，对全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汇集，

经过预沉、一体化高效过滤两个步骤，降低水中各种污染物，实现对全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全面落实环境长效管理机制，投入

50 万元，将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市场化运作管理，由保洁公司整体承包，村委定期进行检查考核。杨桥的村庄环境已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坚持因地制宜和凸显江南乡村风貌相结合的原则，在充分尊重杨桥老街历史文化传承和农村实践相结合

的基础上，将典型的自然农村规划设计成了“康居乡村”。三是旅游项目同步拓展。设立了杨桥老街旅游接待中心，并安排专

人接待讲解。另外，建立乐丰源蔬菜基地，占地 100多亩，以绿色、无公害为特色，种植生态有机蔬菜。投入 25万元，浇筑水

泥道路 600余米，方便蔬菜运输、游客参观。投入 60万元建立一个 6000平方米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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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打造，打好发展“三张牌” 

一是打响农业发展牌。作为农业大村，拥有耕地 4750亩，2005年底已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近年来，杨桥村加大对农

地规模化经营与专业合作社的鼓励和支持，已成立了多个桃树、葡萄种植合作社。有 10个生产队近 1000亩水稻田已完成流转，

由常州耕耘农机服务合作社统一管理，并逐年增加流转面积，形成规模化种植。乐丰源菜蔬专业合作社 200 亩马兰大棚四季常

绿，春天踏青、假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碧绿清凉的马兰茶、优质大米成为杨桥乡村旅游产品的品牌。二是打响文化建设牌。

杨桥村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流传下来丰富的民俗文化，其中杨桥庙会、调犟牛、捻纸，已被列入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设村民健身广场 7 处，村民自发组建了戏迷乐园、秧歌队、龙灯队等文化活动团体，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休闲娱乐生活。邀

请文化学者研究策划杨桥乡村文化建设方案，聘请专业团队完成墙体文化彩绘 1000多平方米，为弘扬向上向善的道德文化营造

了浓厚氛围。积极传承杨桥抗日根据地红色基因，注入新时代党建新内涵，建设党建文化长廊。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提高村民素质，进行五好家庭、和谐家庭评比，发掘好人好事，在全村进行表扬与宣传。三是打响经济富民牌。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与农耕、旅游相关联的高效农业。作为全区水稻种植面积最多的行政村，通过高标准

农田设施改造建设，杨桥连片规模种植的 2800亩水稻生产区成为最自然的生态公园，生产的优质大米、大闸蟹等吸引八方游客

旅游选购，全村渔区养殖基地有 800亩，年产值达 1000 万元；共有林果（葡萄、桃树）1100 亩，年产值达 1500多万；种植大

棚蔬菜 300 亩，年销售 430 万元；种植花木 200 亩，产值达 100 万元。收获的季节，金灿灿的稻浪随风荡漾，此起彼伏，置身

满满乡愁的原野，漫步悠深静谧的古巷，人在画卷中，心在意境中，这里成为都市游客踏青赏花、采风写生的向往之地，尽显

乡伴田园返璞归真、水墨文韵宁静致远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