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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梅永生 戴雅静

位于镇江东郊的京口经济开
发区左湖村在车水马龙间见证了
城市的巨大发展，近年来，左湖村
更是激情奔跑，唱响了美在实处、
甜到心里的城郊协奏曲。

条条村道亮灯
晚间出行无忧

夏日晚间，听着虫鸣蛙声，闻
着花草芳香，循着洒满灯光的村
道一路前行，或是到村里的健身
广场散步锻炼，或是到附近的丁
卯商圈休闲消费……这是左湖村
村民赵国平的快乐时光！喜笑颜
开的赵国平难掩激动地表示：“如
今我们农村的生活环境好了，路
通了、灯亮了，不少城里人都羡
慕，住在左湖村既能享受到农家
的田园之乐，又和城里人一样生
活便利！”

而就在一年前，左湖村的村
民们还在为晚间出行没有路灯犯
难！左湖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徐庭国告诉记者，左湖村下辖 11
个自然村、10 个村民小组，由于
结构分散，村里很多地方没有路
灯，尽管周边就有金港大道、丁卯
高架、左湖路等主次干道，但村里
人晚上外出还是要摸黑走上一
段路，非常不便，村民们希望村里
能安装上路灯。

了解到村民的期盼诉求，左
湖村两委“想民所想，为民所愿”，
通过村补贴、组自筹、民集资等办
法齐心协力筹集到了6万多元资
金，从去年7月开始施工，在村里
安装了 126 盏太阳能路灯，一举
解决了村民的烦心事。与此同
时，左湖村还积极协调,在镇江海
事局大沙海事处的倾情帮助下，
将村里 40 盏老式有线路灯全部
换成了太阳能路灯。目前正在推
进的湖西路亮化工程中，村里还
与南京银行达成了共建协议，将
为全长 2.3公里的路段安装上 46
盏太阳能路灯。

五分钟到丁卯
一踏脚就进城

出门有路灯，地上无污水。
村民陈小春为村里的巨大变化很
是自豪。这里因为左湖村的污水
管网工程今年实施到位，雨污分
流后，铺设的 7条共 7000多米长
的污水主管网全部接通到市政管
网，左湖村自此告别了污水横流
的脏乱差。

亮化和美化的左湖村也吸引
着更多的人近悦远来。上海人真
女士是左湖村朱九组的儿媳妇，
以前一直不愿回婆家，即使偶尔
来一次，也是“蜻蜓点水”立即返
回上海。但今年来了后她却成了

“倦鸟爱归”，每次一住就是很长
时间，问其原因，她笑呵呵地说：

“以前朱九组的交通十分不便，道
路坑坑洼洼，晚上还没有路灯，但
现在不一样了，路变宽了，也有路
灯了，一踏脚就能进城！”

真女士爱左湖，还得益于左
湖村坚持不懈实施“五分钟融入
丁卯生活圈”的规划，2016 年以
来，左湖村筹资近 100 万元修缮
了总长约4.5公里的9条村道，让
平坦的水泥路不仅通到了村组，
而且还借此东风，帮助村民家家
房前屋后都连上了水泥路，有的
还增设了停车泊位。

徐庭国告诉记者，今年左湖
村的“乡村振兴书记领航”项目
——赵家村路在 3月份已开工实
施。这条全长 400多米的新路预
计国庆前将完工通车，建成后将
直通溪云路，到左湖互通缩短了
近 2 公里的路程，而且还消除了
原农路经过镇大铁路平交道口的
安全隐患，令贺八、朱九、赵十等
村民小组180余户、500余人的出
行更加便捷。

产业兴旺有道
打卡富民强村

“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之
谈在左湖再次兑现。赵家村路两
旁，一片原本无人问津的村内荒
地如今变身“香饽饽”，麦禾公司
建设的 18 亩草莓种植项目已落
户，只待道路建成就将实施。

葡萄初醒时，喜摘西山雨。
在金港大道辅路上的玫瑰葡萄
园，家庭农场的主人陈礼辉在夏
日喜雨中再次迎来了葡萄丰收
季，新上市不久的夏黑已经卖到
了 15 元一斤的好价钱还供不应
求，而十天后将接棒的妮娜皇后、
阳光玫瑰等葡萄品质更佳、效益
也会更高，陈礼辉一边忙着包装
发货，一边正筹划在抖音等网络
平台上扩大知名度和销售渠道。

进一步做好富民强村、产业
兴旺是村里工作的重中之重。据
了解，近年来，左湖村大力发展高
效农业种植项目，目前已形成种
植基地，有草莓30亩、葡萄40亩、
茶园50亩。今年，村里与艺轩园
林共建种植的中草药项目 80 亩
黄精也已成型，而一个亩均产值
上千万元的8亩多肉项目也正在
奋力推进中。

徐庭国透露，虽然左湖村目
前尚属经济薄弱村，但绝大多数
村民的年收入还是超过了全市的
平均水平。随着产业项目的增
多，村民的共同富裕之路将越走
越宽广。接下来，左湖村将进一
步放大优势，让这些资源既成为
村民的健身、休闲、娱乐场所，也
成为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
打卡地。

本报记者 庆海 凤春 辛一
本报通讯员 田馨 王冰冰

盛夏，漫步句容后白镇西
冯村，满眼绿色草坪让人心旷
神怡，环绕全村的河沟小溪清
澈见底，幢幢别致小楼掩映在
绿丛中，成群的白鹭在田间飞
舞。这里的绿，如挥毫泼墨，在
蓝天白云下，描绘一幅多彩多
姿的乡村美景画。

西冯村地处丘陵，过去实
行传统的单一种植格局，农业
低产低效、农民增收缓慢，被当
地百姓称之为“北大荒”。2003
年，“村社合一”的西冯村花草
木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村集体
资产作为注册资金，村委会办
公室为办公用房，累计吸纳社
员 519 人。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为社员
提供产运销一条龙服务。开展
技术指导，做好项目引导，完善
基础设施，提供运输服务，拓宽
销售渠道。社员足不出户便能
拉到订单，进一步畅通了销售
渠道。

2000 年以来，西冯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草坪产业，以花
海路万亩草坪示范带为核心
区，带动周边8个乡村种植草坪
4万余亩，逐步形成国内最大的
草坪集聚区，越来越多的当地
村民主动返乡，组团种草。

“可别小瞧了这些不起眼
的小草，我们村民增收致富都
指望它呢！我刚入行的时候什
么都不懂，一开始都是照猫画
虎，凡事都得向人请教学习。”
村民陈文军就是主动回村“种
草”的其中一位。陈文军说，当

年回村就租下 100 余亩土地种
植草坪，经过精心打理，自己种
植的草坪很快赢得了福建、湖
南、山东、西安、云南等地的买
家认可，第一年就实现了“开门
红”，销售纯利润30余万元。赚
得第一桶金后，陈文军将利润
悉数投入到种植草坪的事业
中。从业9年来，他在维持原有
100余亩草坪的基础上，又陆续
承包了200亩土地，水到渠成地
成立了自己的草坪花木种植园
公司，收入更是节节攀高，短期
内买房又买车，过上了富足的
生活。

作为西冯村花草木专业合
作社成员之一的戴玉美，自
2000 年播种下第一棵草苗后，

“绿色事业”迅速发展，“绿色帝
国”越做越大。如今的戴玉美，
在当地租种 300 余亩土地种植
草坪，成为名副其实的“种草大
王”。除此之外，她还做起了草
坪经纪人，仅 2019 年纯收入就
近400万元。

如今的西冯村家家有小汽
车、城乡两套房。村里草坪年
销售产值达 1.9亿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298万元，人均纯收入
达43600元。

近年来，西冯村结合草坪
生产，实施产业转型发展。将
草坪融入乡村旅游业，卖草坪
的同时也“卖风景”。

在西冯村头，以“芳茵田
园，溢养家园”为主题建成“四
景一宅”，北入口 600 平方米广
场别具一格，30 米景观墙新颖
别致，戏台、青砖人行道、景观
桥、动物绿雕等让人赏心悦目；
四周农户修建青砖围墙和特色

门楼及利用村民农房改建老
宅，存放展示着西冯老物件，让
人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据了
解，近年来，来西冯的游客每年
有 20 多万人次，他们大多是冲
着西冯的自然美景而来。

为将西冯打造成旅游目的
地，该村结合“美丽库区，幸福
家园”项目，投资 200 万元建成
600平方米停车场、东溪河栈道
约 240 米、冯西沟 U 型渠 500
米，完成艳遇塘护坡等。铺设
沥青路 13.4 公里、休闲步行道
4.6公里，地下管网 8.6公里，河
塘清淤 4 个，河道整治 4 个，高
标准星级厕所2个，太阳能路灯
300多个，新建了西冯花草木交
易中心和农民培训中心、生态
旅游展示馆等。这些硬件设施
的建设，使全村旅游业快速发
展，去年农民的旅游收入比上
年增长了两倍。

村上农家乐“幸福里”周老
板告诉记者，去年他将自己家
的楼房改成了饭店，用自己种
的菜、养的畜禽鱼虾做成农家
菜，每年接待 2万多客人，年收
入30多万元。周老板还计划开
展民宿项目，让更多的客人留
住在西冯。记者了解到，村里
已开始启动民宿改建计划，打
造以朱巷、包家为中心的民宿
区，让有条件的 20 多户居民将
房屋改造成民宿，形成千名游
客的接待量。

西冯村党委书记曹霆告诉
记者，西冯正在旅游业上发力，
以实现“上午游茅山，下午看西
冯”的目标。村里将300多亩无
公害茶园建成茶文化公园，利
用草坪发展全程种植到收获的
参与及草坪冲浪娱乐项目。将
现有的西冯驿站对外出租，改
造成亲子娱乐园。在一批优质
草坪地建设露营基地，吸引游
客前来露宿。

句容后白镇西冯村

绿色美景入画来 幸福生活踏歌至
让乡村振兴美在实处甜到心里

“宜居左湖”唱响城郊协奏曲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走基层·看变化 美丽乡村展新姿

近日，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嶂山村组织辖区小志愿者走进果品合作社，帮助果农收桃、取袋、
装箱，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在桃子销售旺季贡献一份力量。 文雯 丁晓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