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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风

　　尽管在衢州长大，但在我
的心里，浙西这座城市始终是
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感觉。而且多年来走南闯北去
过很多城市，见的城市越多，越
感觉衢州这座江南小城实在太
不起眼，尤其是老被外地人误
听成“徐州”的时候。但近几年
来的衢州，却以肉眼可见的速
度，完成了“脱胎换骨”，令人情
不自禁地为之由衷赞叹。
　　我老家在衢州的乡下，从
小听人称衢州为“府”，意思是
比“县”要大一级。谁家若是

“府”里有人，是颇值得骄傲的
事情。
　　直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第一次到衢州。那时
候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从县城到衢州乘的是公共
汽车，吭哧吭哧要两个小时才会到。现在觉得真
慢，可那时已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那时的衢州，
最繁华的是上下街，最有名的是孔庙。上下街两边
都是店铺，街上人来人往，比县城要热闹得多。久
在乡下冷清惯了，来到城市有一种别样的新鲜，因
此就喜欢从上街逛到下街，享受那种身在闹市的
感觉。在上街和下街交接处，旁逸出一条名叫新桥
街的小街，慢慢地踱步过去，喧闹声突然安静下
来，眼前出现了一座红墙灰瓦、有两扇大门的古代
宫殿式建筑，很是庄严肃穆，恍然从闹市一下子穿
越到另一个世界，这便是衢州人家喻户晓的孔
庙了。
　　我在孔庙里一待就是半天，直到再不走就赶
不上末班车时，才匆匆离开，就这样，我对衢州孔
庙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北宋灭亡时，世袭“衍圣
公”、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孔端友因忠心伴驾

“南渡”有功，被赐在衢州重建孔氏家庙，史称“南
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孔庙及“南孔文化”作
为衢州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多只能被“供
奉”起来，发挥一些文化研究与旅游观赏价值
罢了。
　　但衢州是幸运的。800 多年前的“宋室南渡”，对中
国历史来讲也许是个灰暗时刻，但对衢州，却不啻迎
来了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高光时刻，“南孔文化”由
此成为衢州最具识别度的文化标志。如今，“南孔文
化”这个“千年遗产”在衢州“满血复活”。
　　让“南孔文化”重新活起来，衢州作出了很多
探索。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每年 9 月 28
日，在孔氏家庙举行“祭孔”仪式，成为衢州最负盛
名的文化盛典。我曾经参加过衢州孔庙的祭孔典
礼，并与曾经的南孔“奉祀官”、孔子第七十五世嫡
长孙孔祥楷先生深入交流，得知衢州南孔“有人有
庙”已是国内国际孔子文化研究界的公认。
　　作为一名比较关注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一
直为当前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与老百姓的
生活脱节而感到疑虑，深知文化如果不能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不能融入老百姓的美好生
活，路将会越走越窄。“祭孔”固然有尊重感、仪式
感，但群众参与度不高，这种纯粹的文化形式，只
能对文化“种子”起一定保护作用，并不能让“南孔
文化”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
　　但是，这一疑虑却在不久后烟消云散。
　　三年前，我在衢州下面一个县的宣传部工作，突
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求全力宣传“南孔圣地、衢州
有礼”这一衢州城市品牌。当我看到“衢州有礼”四个
字的时候，忍不住为这个“神来之笔”拍案叫绝！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据《周礼·地官司徒·保
氏》记载，礼，乃“六艺”之首。孔子思想的核心是

“仁”，而“仁”的表现形式则是“礼”。衢州本来就千
年儒风浩荡，“南孔文化”影响深远，礼，正是衢州
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之魂，也是其特有气质所在。
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一座最有礼的城市，
一定是最有吸引力的城市！如果说“好客山东”代
表的是北方的浓烈豪爽，“衢州有礼”代表的则是
江南的优雅自信和雍容气度。
　　一句话，激活了一座城！就这样，“南孔圣地、衢
州有礼”，找准了衢州这座千年古城历史与现实的最
佳结合点，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找到了新坐标。这个城
市品牌一经推出，便得到了衢州市民及社会各界广
泛认同，深度契合了衢州人尊重历史、热爱生活、向
往未来的积极心态。
　　2018年7月25日，我参加了衢州市“南孔圣地、衢
州有礼”城市品牌发布会，见证了孔子的“作揖礼”成为
衢州城市品牌标识，“南孔圣地”与“衢州有礼”实现了巧
妙融合；以孔子形象为原型的Q版“南孔爷爷”成为城
市IP形象。后来我又多次参加了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
的“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新闻发布会，见证越
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衢州这座“最有礼的城市”。
　　对市民群众来说，最关心的是践行“衢州有礼”要
做什么、怎么做？很快，《“衢州有礼”市民二十条公约》
出台：“笑迎宾朋，作揖问好”“桌餐不挑菜，提倡用公
筷”……拥有 6000 多年文明史、1800 多年建城史的衢
州，自此有了独具鲜明衢州辨识度、市民一致遵循的
道德规范和文明约定。
　　去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衢州确定了一系列关于
疫情防控的行为规范，也与两年前就出台的《“衢州有
礼”市民二十条公约》内容基本吻合。
　　每天早晨，令我最惬意的便是步行上班。街道上整洁
得近乎一尘不染，两旁花草如茵，绿树成行，车行道、人行
道、骑行道泾渭分明，井然有序，让上班行走的过程变得赏
心悦目。当你需要过穿越斑马线时，即使没有红绿灯，你也
能尽情享受难得的“特权待遇”：“目中无车”地昂首阔步走
过去，因为所有的车辆都会像电影里的慢动作般在斑马
线前面停下来，完全看不到以往印象中那种车辆竞相抢
道，行人担惊受怕的情景。
　　初冬季节的衢州孔庙内，人流如织，人们在这里追
寻“有礼”之源。守望千年的古银杏树，又一年金黄的叶子
缓缓飘落，散发出“南孔文化”的底蕴芬芳。经历了“有礼”
加持的衢州，正不断吸引着五湖四海的追梦者、造梦人，
成为越来越多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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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 里里 长长 江江 最最 东东 岛岛
本报记者杨金志、朱翃、王翔

　　这里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
超 过 4 5 % ，绿 化 覆 盖 率 超 过
70% ；
　　这里“只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
业”，没有规模工业，举目望去看不
到塔吊工地和大烟囱；
　　这里是有名的长寿之乡，约
2 . 6 万 常 住 人 口 中 百 岁 老 人 有
15 名；
　　这里没有陆路交通与外界连
接，渡口是唯一的通道；
　　这里一度没有红绿灯，几年前
才出现在几个重要路口……
　　你恐怕很难想象，这里就在
繁华大都市上海的辖境之内。这
里就是地处“江尾海头”的上海横
沙岛。
　　长江万里奔腾，自然伟力神奇，
形成了无数的岛、屿、沙、洲。而在长
江的东海入海口，目前有三座岛
屿——— 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三
岛均隶属上海市崇明区。因为长江携
带泥沙的持续淤积，目前已经成陆的
横沙东滩是三岛的最东端，也是长江
造陆的最东端。横沙，是万里长江的
最东岛，是长江沿线第一缕阳光照射
到的地方。
　　横沙岛上的行政建制是横沙
乡，资料显示，全乡面积 51.74 平方
公里（其中不包括东滩围垦面积
100 多平方公里），其实，沙洲面积
每天还在扩大。这也是目前上海“唯
二”的行政乡之一。这两个行政乡均
位于崇明区境内，另一个新村乡位
于崇明本岛之上。
　　横沙，像一位养在深闺的小家
碧玉，是繁华大都市中的世外桃源。
深秋初冬，大江浩荡，百舸争流，芦
荻萧萧，层林尽染，记者摆渡登上横
沙岛，探访这片“神秘”、美丽、静谧
的岛屿。

  江中巨轮穿梭，水岸鸥

鹭翔集

　　横沙岛东端有一座海事塔，共
16 层，是岛上最高的建筑，当地人亲
切地称之为“小白塔”，对曾经越江入
海的渔民来说，“小白塔”就是家的
信号。
　　登塔极目眺望，可见处处村
落，白墙橙瓦，“散落”在绿树田园
之中。横沙岛的西侧是长兴岛，这
是一座迅速崛起的现代化海洋装
备岛，港机塔吊成排成列；南侧，是
上海浦东新区，我们的头顶不时飞
过大型客机，它们就在浦东国际机
场起降；北望，只见一条白色的优
美弧线横卧大江，那是通往崇明岛
的上海长江大桥。
　　从海事塔继续东行，就是横沙
东滩。东滩大堤上，江海交汇处，江
风烈烈。长江主航道上，巨轮穿梭往
来，载着成百上千的集装箱。而就在
我们的脚边，芦荻和水草丛生，形成
大片的湿地，鸥、鹭、野鸭、雁鹅成
群，浮在水面悠然自得；忽然，它们
次第飞起，在空中形成“一”字、“人”
字的阵仗，又在不远处落下……异
常繁忙的长江航运，与人迹罕至的
湿地生态，就这样“毫无违和”地共
存着。
　　横沙岛成陆并不算早。据历史
记载，清咸丰年间，这块沙洲才开
始露出水面。1886 年，在时任两江
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江阴南菁书
院建成，早期购入横沙土地的富商
向书院捐献 2 万余亩横沙岛沙地。
人们都说，晚清名臣左宗棠曾率军
收复新疆，他对于保疆固土有着天
然的敏感，也是横沙开发一大功
臣。同时，时任江苏学政王先谦另
筹银 6000 余两，又购入沙地 2 万
余亩。横沙岛上围垦的沙地成为南
菁书院的学产，书院为此还设立了
南菁沙务局，开启了对横沙岛最早
的开发。
　　日月穿梭，白驹过隙。100 多
年过去了，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上
海，更是成长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距市
中心不过百余公里的横沙岛似乎有
种特殊的魔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
脚步——— 农田广袤，阡陌相连，绿竹
猗猗，水杉绣红，树梢枝头总有乌鹊
黄鹂啼鸣，小河蜿蜒流过橙瓦白墙
的村舍，带着乡土气息的墙画清新
素雅，河塘里不时飞过白鹭或野鸭；
一片片的橘园里，白山羊和鸡鸭怡
然自得。走进横沙岛，犹如走进一幅
水墨画，让人感觉时间慢了下来，心
情静了下来。

  “第一产业”不一般，开

着摄像头种水稻

　　毫无疑问，横沙岛境美、净美、
静美、精美。与此同时，近年来，崇
明区委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

“横沙竞美”。所谓“竞美”，就是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
理念，兼顾绿色与发展，使二者相
得益彰。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横沙岛
上没有规模以上工业，也不适合发展
工业。农业，在横沙岛上是当之无愧
的“第一产业”。横沙岛的农业不简
单，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品
质。上海市委指出，横沙岛是上海面
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和都市
现代农业的主要承载地，全力打造匹
配超大城市目标定位的绿色生态农
业发展高地。
　　横沙岛上代表性的农副产品，
便是稻、橘、蟹“三剑客”。
　　当前，横沙乡业已打造了 4300
亩“两无化”有机稻米。所谓“两无
化”，是既不用化学肥料，也不用化
学农药。
　　横沙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顾卫华
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就是“管好一
粒米的全过程”。从种子到各种有机
肥，从播种到收割，横沙乡的农资封
控中心实现“一站式服务”。
　　虽然横沙岛上是原汁原味的田
园风光，但这里的农业耕作，从插秧到
收割，早已是“全程机械化”，各类农
机、无人机如同“十八般兵器”。
　　机械化不是新鲜事，数字化、智
能化管理才是新潮流。点击大屏幕
上的一个稻田点位，点开实时监控
视频，我们看到了收割后的整齐稻
茬。再随机点开存储录像，我们看到
这块稻田耕作时的情景：犁田拖拉
机驶入镜头，聚集的白鹭纷纷散开；
拖拉机驶离镜头，鹭鸟们又翩跹而
至……
　　“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35
个监测点位，就是分布在横沙乡稻
田内的全方位探头。这些感触点犹
如‘千里眼’，可以实现对水稻种植
生产全程监控……”透过大屏幕，横
沙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胡杰向记
者讲解着横沙乡“农业·生态云平
台”。这个平台是通过建立一个集田
间实时监测、气象监测、数据浏览等
功能为一体的信息化监控平台，具备
粮田统一管理、农资讯息公示等功
能，最终实现农田水利设施标准化、
信息化、自动化管理目标。工作人员
在办公室点点鼠标，就能清晰了解土
地“饿不饿”，秧苗“渴不渴”，日照“够
不够”。
　　“红美人”“绿美人”“春香”“南
香”“天草”……这些动人的名字，是
横沙岛上橘子的品种，可谓“乱花渐
欲迷人眼”。由于横沙的土地由沙泥
堆积而成，矿物质非常丰富，因此橘
子颇为甘甜可口。加之不断引进新
品种试种，横沙橘子的家族正日益
壮大。
  柑橘采摘后的深加工，可以大
幅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为此，乡里近
年来投入建设了柑橘采后处理服务
中心，投入数百万引入自动化流水
线。记者看到，一箱箱刚采下的橘子
投入流水线，第一道关口是激光照
射，既可以分辨每个橘子的直径，还
可以淘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次品；第二道关口是甜度测试，每个
橘子都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经过这两道关口，不同大小、甜度的

橘子在不同的位置被自动分拣、
卸下。
　　农业“三高”，受惠的是百姓。以

“两无化”大米为例，其市场定价是普
通大米的三到五倍，往往还供不应求；
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横沙乡农民种植

“两无化”水稻比种植普通水稻每亩多
收入 500 元。按照家庭农场平均 200
亩的规模，每户家庭农场一季稻即可
增收约 10 万元。

  小桥流水畔，“白墙橙

瓦”民宿美

　　别看横沙岛“小”，却诞生过“世
界第一”。2019 年 10 月 24 日，横沙
海岛艺术田园内，7.95 万平方米的
稻田画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田画。其所在地便
是丰乐村，一个因创意稻田画而出名
的“网红村”，是游客来到横沙首选的

“打卡地”。
　　时值冬月，水稻已经完成收割，要
看水稻画，请等来年。不过，村里的景
致和生活依然精彩。走进丰乐村，记者
前去探访村里因“网红打卡”而兴起的
民宿。
　　村支书顾伟达说，村里户籍人
口有 1100 多人，常住约 600 人，开
办了 8 家民宿。民宿主人大多是本
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在外闯荡一番
后，带着资金和眼界，回村创业。跟
江南乡村普遍的“白墙青瓦”风格不
同，横沙岛上的民居多是“白墙橙
瓦”，这是契合海岛自然环境的一种
建筑传统。丰乐村同样如此，一片片
橙色坡顶在冬日里给人以暖意。
　　小桥流水旁，“老陈民宿”的门口
挂着一串串腊肠，让院子里的家猫徘
徊良久、蠢蠢欲动。主人老陈热情地
请我们进屋坐坐，聊了起来。“老陈民
宿”一共 3 层，5 个房间，窗明几净，
每层都有一个大阳台。我们来到的时
候是工作日的白天，但也有客人入
住。“是一对老夫妻，出去散步了，我
待会就给他们做晚饭。”老陈说。
　　老陈名叫陈顺昌，丰乐村人。虽
称“老陈”，其实他是 1974 年生人，
尚不到知天命的年纪。老陈说，自己
在外打拼了 17 年，做过厨师，也开
过出租车。如今，妻子孩子都住在一
江之隔的宝山区。前些年，老陈的父
亲去世，年近八旬的母亲需要人照
料，作为独生子的他就回到村里，照
顾老母亲的生活起居。
　　“说是照顾，其实老娘身体还算
硬朗，时不时还去村里的绿地廊道遛
弯，去别人家串门，照料的事并不多，
主要还是有个人陪伴。”老陈说，“我
就干脆把三层楼的老房子重新装修
下，开起了民宿。”就这样，老陈既是
老板，也是管家，还是厨师，虽然所有
事情一肩挑，但是“忙并快乐着”。原
来只有一位老人独居的房子，因为不
时有游客来住宿，倒也添了不少
生气。
　　除了远近闻名的稻田画，丰乐
村还有一条海岛风情街。顾伟达介
绍说，村里在保留江南建筑典型的

“小桥、流水、人家”特点的同时，以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以及江豚、
橘子、花鸟等为原型，就地取材进行
墙绘、马赛克墙制作，美化民宅的同
时实现风貌统一。
　　“别看横沙岛小，现在周末、假
期上岛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忙的时
候，我还雇了村里两位阿姨帮忙打
扫、做饭等。”老陈说，“既陪伴了老
母亲，又服务了上岛的游客，蛮好
的！”

  这家陶艺馆，诞生在

农机仓库里

　　在横沙乡民永村，有一处民
窑，秉承古法烧制陶器，颇有些名
气，不少横沙当地的农产品公司
都请他们帮忙制作陶瓷器具或者
设计外包装。“窑主”夫妇并不是
横沙本地人，魏丽明来自福建，陶
卉来自广西。这对“85 后”为何对
小岛情有独钟？带着好奇，我们探
访了这处“器道陶艺馆”。
　　陶艺馆的旧址原本是一间破
旧的农机仓库，但夫妻俩一番装
修布置，变成了文艺、实用并重的
陶艺馆。一楼是工作间，二楼有会
议室和展示厅，站在二楼宽敞的
露台可将四下的农田和景观廊道
一览无余；冬日的暖阳洒向露台
上的躺椅，让人顿感慵懒；晾衣绳
上的白色被单被江风不时轻轻卷
起，映着蓝天白云，听着鸟鸣虫
唱，一派宁静惬意。
　　夫妻俩对记者说，他们在山
东工艺美院就读，相知相爱，最后
看重了横沙岛这个地方，筑下爱
巢，坚持自己的文创事业。
　　在这家“夫妻店”，魏丽明清
瘦开朗，主要负责陶器的成型和
烧制，偏爱古朴典雅；陶卉甜美文
静，主要负责图案设计和陶瓷彩
绘，喜欢清新自然。两人分工明
确，相得益彰。
　　“我们 2016 年来到横沙岛，
非常喜欢这里原汁原味的乡村田
野风格，于是就留了下来。5 年多
来，我们在这里创立了‘器道’这
个品牌，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
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在这样的一
个世外桃源里拥有一个美满的家
庭和宁静祥和的生活，非常舒
服。”魏丽明告诉记者。大道成器，
道法自然，横沙美丽的自然环境
和丰饶的物产，成为这对夫妻大
量灵感的来源。
　　横沙岛上，已经有不少高质量
民宿和文创空间，吸引很多上海和
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单位来“团建”。
陶艺馆的文创产品，是深受欢迎的
伴手礼。陶艺馆还成为青年技能实
训基地，这对“神仙眷侣”带出了一
批又一批的弟子。做生意不妨碍做
公益，陶卉还让村里的孩子们来陶
艺馆学画画、学泥塑、学习传统文
化，日看繁花夜赏繁星。这样的文
化熏陶泽被孩童，让村里的人家都
对他们十分尊敬。

  在乡村超市，我们看

见了“五只猫”

　　在横沙岛，我们发现了许多
民生新鲜事。在民永村，记者见到
村民们都有一张印有 5 只可爱
小猫的卡；村里超市的白墙上，也
画着 5 只可爱的猫咪。“我们农
村有句谚语：‘猫来富，狗来穷’”，
村支书沈建荣说，老百姓看到猫，
就知道是福利。这种表达方式，很
直接，很管用。村里设立的各种
便民惠民措施，都以“五福”为
名，如“五福生态基金”“五福超
市”。在“五福超市”里，村民可凭
借卡内积分购买油盐酱醋等各类
生活用品。“但香烟除外”，沈建荣
特别强调。
　　何谓“五福生态基金”？横沙
乡党委书记杨冬卫说，近年来，
乡党委政府以党建为引领，以村

民自治为突破，资金管理变分为
统，推动基层治理的创新，统筹形
成“帮扶金”“助学金”“自治金”

“共享金”“风尚金”5 大类惠民资
金。“五福基金”的发放与创建文明
城区、垃圾分类、移风易俗等方面
表现挂钩，定期进行考核，变单向

“阳光普照”式享受权利为双向“互
动激励”模式，实现治理激励“良性
循环”，基层治理激励变享为奖，实
现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
　　“五福”治理成效明显。在 2020
年崇明区“迎花博、治五棚”工作中，
村民积极配合，拆除“脏乱废”五棚近
5900 户，合计面积 1.08 万平方米；
拆除各类违章搭建 349 处、合计面积
1.33 万平方米；全乡 1134 户家庭被
评为五星级文明户，9 个村居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村或文明小区，其余村均
被评为崇明区生态文明村。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路净……横沙村居和
自然环境治理，“五福”发挥了重要
作用。
　　横沙岛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地
区，为老服务是民生工作的一大重
点。2021 年，横沙乡成立了集“惠
老、惠幼、便民、助残”等服务为一体
的上海竞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全
盘统筹安排各项助老、便民服务。
　　民以食为天，竞美公司为散落在
各村的老人们推出了“中心厨房+村
居配送”服务。横沙乡的两家长者食
堂分在南北两个片区，实行包干。为
用餐老人建立健康档案，规范操作流
程，优化送餐服务，通过专业菜谱保
质量、特制膳食保健康、多样水果保
营养、准时准点保新鲜、定期消毒保
安全这 5 个“保证”，让老人吃得安心、
开心、放心。
　　“五朵金花”送餐点，最早由 5
位本地阿姨创办，是横沙岛最早的
送餐点之一。记者在这里看到，明厨
亮灶，餐食统一制作、装盒后，每个
村都有志愿者骑电瓶小三轮配送，
敬老院和阳光之家等则直接由小货
车配送，基本能保证半小时内送达。
即便冬日里，端上老人饭桌的餐盒
打开都是冒着热气。
　　助餐员董阿姨每天都会在乡间小
道上反复穿行，不惧寒暑、不避风雨。
如何在乡间小道以最快捷的路线为老
人送去餐食，董阿姨是轻车熟路，她也
在送餐中和许多老人成为朋友。
　　“单婆婆，洗洗手，午饭来了。”82
岁的单婆婆家住丰乐村，是董阿姨送
餐老人中的常客，女儿在当地经营农
家乐。由于母女两人在生活节奏、吃
饭时间和饮食习惯上不同，可选配送
时间、符合老人口味的长者餐食令单
婆婆非常满意。如今，单婆婆已经享
受了 2 年长者食堂的送餐服务了。
　　“我们每月的收费标准是每位
老人一日三餐加水果 900 元，由于
各村对 70 周岁以上老人还有助老
补贴，基本上 70 岁以上老人每月自
己的实际付出是 450 元。折算下来，
一日三餐送到家里饭桌上，只要 15
元，菜品荤素搭配还有水果。”竞美
公司总经理赵建益介绍说，“目前已
有 500 多位老人享受长者食堂送餐
服务，且人数每月还在上升。”
　　追求幸福生活没有终点，岛上
的人们还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更多期
盼，期盼交通更加顺畅便捷，期盼医
疗教育等民生事业更上层级，期盼
物资能源的供应更加高效，期盼有
更多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来参与乡村
振兴……这些情况，其实也是国内
外“海岛治理”中的普遍性问题，需
要人们接续努力、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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