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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庄夜景。

②智能制造。

③姚庄农民画。

④文化走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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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作为地标的陆家嘴和迪士

尼乐园周边的斑马线不同于别处， 绿灯

时， 白色地砖呈现绿色， 一闪一闪亮晶

晶； 红灯时， 地砖又转为红色， 警醒玩

手机的 “低头族” 请勿通行。 这地砖产

自姚庄经济开发区的地洲智慧能源集

团。 说起来， 董事长张华军不仅把生意

从浙江做到了上海， 而且， 他家就是一

个长三角 “一家亲” 的典型。

张父是嘉善人， 张母是青浦人， 张

华军出生在姚庄， 小时候在青浦的外婆

家长大， 后来到上海工作， 娶的太太来

自西塘。 “女儿马上出国读书， 岳父母

不需要带外孙女 ， 所以就回西塘养老

了。” 张华军笑着说， 在他眼里， 上海

浙江之间没有界限， 交通十分便捷， 来

往沪浙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去年， 他在青浦注册了新公司， 生

产基地则设在故乡姚庄。 “我的办公室

在松江， 从松江到青浦、 到姚庄， 路程

都差不多， 就半小时； 从基地到高速出

入口只需 3 分钟。” 他坦言， 姚庄厂区

现有 30 亩土地， 未来会扩大到 80 亩。

除了区位优势明显， 姚庄的用工成本也

相对低廉。

“刚来姚庄， 批给我的地还是一片

废墟， 草比人高！” 他清楚地记得， 光

是 “三通一平”， 就投入了 400 多万元，

运出 88 车土方垃圾！ “姚庄镇政府对

我们在这里设总部中心， 十分欢迎， 各

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从前期办证到后期投产，

只花了 4 个月， 对生产型企业来说， 兵贵神速， 效率如此

之高是我回姚庄前万万没想到的。”

12 月 1 日，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印发， 其中明确， 到 2025 年，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实

质性进展： 跨界区域、 城市乡村等区域板块一体化发展达

到较高水平， 在科创产业、 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 公共服

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 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

制机制。

“《规划纲要》 提及科创产业的发展， 对我们来说是

莫大的鼓舞。” 张华军感慨， 他们的主要产品是太阳能斑

马线砖、 公路砖。 “这些地砖使用绿色能源———太阳能，

可用于建设智慧公路、 打造智慧城市， 既有利于保护生态

环境， 又能为我国建设交通强国 ‘添砖加瓦’。”

12 月 4 日，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 16 项征管服务措施，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包括： 便利企业跨省迁移

业务办理、 便利跨省涉税事项报验业务办理、 制定长三角

区域 “首违不罚” 清单等等。 “我觉得， 除了税务， 未来

肯定还有医疗、 教育等各方面的一体化举措出台。” 张华

军补充说， “我丈母娘上次到上海去动白内障手术， 医保

卡可以直接刷， 方便得不得了。”

他还告诉记者 ， 公司有一个员工以前

开车到青浦上班 ， 会遇上堵车 ， 耽

误打卡 ； 现在 ， 来姚庄上班都

不用自己开车 ， 直接坐公

交就来了 。 “在姚庄经

济开发区 ， 明年基

地扩容 ， 相 信 有

很 多 人 愿 意 来

这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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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浙 江 省 发

改委对外发

布 《关于省

级 小 城 市 培

育 试 点 2018

年度考核情况的

通报》， 嘉善县姚

庄镇排名第一 ， 拿

下全省 “状元 ” 。 其

实， 从 “浙江临沪宜居

宜业田园新城 ” “临沪水

乡 、 田园新城 ” 到 “临沪水

乡、 两美新城”， 姚庄的发展核心

未变， 方向也从未改变。

记者在嘉善南站乘坐高铁 ， 一眼望去 ，

全是姚庄经济开发区酷炫的大幅广告。 张华军说， 他在

姚庄设立厂区， 姚庄经济开发区让投资者 “最多跑一次” 的

做法、 “一条龙” 的服务令人印象深刻。

2014 年 5 月， 姚庄经济开发区经浙江省政府批准， 升

格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2017 年 5 月， 启动创建省级通信电

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北区）。 作为嘉善县工业和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三大主平台之一， 姚庄经济开发区还是海峡两岸

（嘉善） 经贸合作区的核心区。 2018 年全年， 姚庄经济开发

区合同利用外资 2.26 亿美元， 实到外资 1.05 亿美元， 实到

县外内资 13.9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80 亿元。

风从海上来。 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 给姚庄镇的产业

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 大平台 、 大产业 、 大项目 、

大企业在姚庄集聚起来， 先后吸引来自美国、 德国、 日本

等 150 余家外资企业、 170 多家县外内资企业落户， 成为光

伏新能源、 精密机械两个省级产业示范基地和浙江省工业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在工业的反哺带动下， 姚庄还形成了黄桃、 蘑菇、 番

茄、 甲鱼和芦笋五大特色农业和生态休闲旅游、 小城市商贸

等三产服务业协同发展格局。

90 后张顺杰的家就是种黄桃的大户 ，

眼下已是冬日， 他不在网上卖黄桃， 而是在

厂里上班。

“今年 6-8 月，我在家帮父母、亲朋好友

卖黄桃，大概卖了 160 万元。 ”张顺杰告诉记

者，他从读大学开始就做电商了。 学生时代，

为了挣生活费，他学室友卖打底裤、卖女装。

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元。

四五年前， 张家种了 15 亩的黄桃， 张

顺杰就开始帮父母在网上销售。 锦绣黄桃是

姚庄镇的特色农业， 所以他的亲朋好友、 长

辈邻居中也有不少是种桃大户。 “有时候，

自己家的黄桃被预定完了， 就收别家的。 但

我卖桃子， 讲究品质， 得跟叔伯邻居先商量

好， 少用甚至不用农药， 这样， 生态绿色环

保的产品才更受市场欢迎。”

除了黄桃， 张顺杰在网上还卖过草莓、

甜瓜、 桔子和车厘子。 “以前没有进厂工作

的机会， 遇上什么时令水果都卖。 现在， 有

机会到厂里上班 ， 就 5 月出去 、 9 月再回

来。” 他坦言， 还是卖黄桃最有把握， 毕竟

是姚庄本地产品。 “锦绣黄桃在长三角一带

名气响当当， 自己在家跟周边沟通也方便。”

傍晚 ， 姚庄镇桃源新邨社区的中心广

场 ， 广场舞特有的欢快乐声响起 ， 曹桂枝

老人和顾娜的母亲踏着节拍 ， 舞动起来 。

顾娜向记者感慨 ， 住在镇上 ， 跟住在大城

市也没差。 小区周围， 分布着镇中心小学、

幼儿园 、 农贸市场 、 超市 、 医院等公共服

务设施 ， 啥也不缺 。 据悉 ， 在三期农房集

聚后， 姚庄镇将有 5400 多户农民 “带地进

城”， 农户集聚率将超 50%。

“现在讲长三角一体化， 以后出去估计

也没什么青浦人、 嘉善人、 吴江人， 都要叫

长三角人了！” 顾娜笑着说。

吴根越角 画里桃乡 音花漫漫
学习农民画， 最要紧的规则是没有规则。 “人的脸， 你

想画黑的就用黑色， 想画红的就用红色； 皮肤不一定要黄

色， 绿色也可以……只要， 各种色彩在画面上不冲撞， 表达

得舒服、 美观就可以。 出师嘛， 看个人天赋， 只要愿意画，

先勾勒线条， 再上色就成了。 学得快的人， 一天就能出师。

来我们这参加培训的人， 长三角哪哪都有。 我记得， 有个上

海的学员， 每次都坐公交车当天来回。” 沈金鑫说。

让他引以为傲的是， 姚庄农民画不仅反映农民日常生活

实情， 插秧、 割稻、 养鸡、 养猪等等， 而且大家创作的内容

还与时俱进。 “上个月， 各村在宣传廉政教育， 这不， 下午

评选的就是以廉政建设为主题的农民画。”

“你要问长三角一体化对我们姚庄农民画传承有什么影

响？ 应该说， 交流的机会更多了。” 沈金鑫笑着说， “以前，

作为嘉兴非遗， 姚庄农民画出去参展， 最先想到的是往杭州

送。 以后， 送上海、 南京的机会应该越来越多吧。”

不同于姚庄农民画往上报送、 参选， 姚庄镇排演的文艺

节目大多活跃在邻近村镇 “走亲”。 姚庄镇宣传

文化员顾娜说： “我们姚庄的桃乡艺术

团和上海滑稽剧团是友好结对单

位， 上海滑稽剧团连续 4 年来

我们这参加春晚表演， 我们也到过苏州吴江区， 上海青浦

区、 金山区去表演 《四个姑娘去踏车》 《开秧门》 等等。”

顾娜， 今年三十有余， 出生在姚庄镇南鹿村， 父母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 ， 后来因为镇上大力推动农房改造集聚 ，

全家就从村里搬到了桃源新邨。 2009 年， 她在镇图书馆就

职。

“姚庄每年都要举办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隔壁几个镇

也是。 我们一直有 ‘文化走亲’ 的传统， 走着走着就到了上

海、 江苏。 对我们来说， 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我们排演的

好节目到别人那里去演， 别人的好节目也来我们这， 大家互

相捧场， 图个热闹， 高兴着呢。” 顾娜说话带着吴侬软语特

有的轻清柔美， 又嗲又糯。

“你说 ‘文化走亲 ’ ， 我们农民画今年还 ‘走亲 ’

了。” 沈金鑫补充说， 今年 5 月 6 日， “吴根越角 画里桃

乡 ” ———2019 嘉善姚庄农民画作品江浙沪巡展走进黎里 ，

两镇还互赠画作 ； 9 月 11 日 ， 巡展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古

镇启动 ， 当天展出的 50 余幅姚庄农民画吸引了不少市民

驻足观赏。

“哦， 对的， 那天， 我们镇门球队还和朱家角的门球

队打了比赛。” 顾娜介绍道， 2008 年， 嘉善田歌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姚庄、 西塘都有传唱。 今年 6

月 6 日， 青浦在朱家角镇举行 “水乡音花 ” ———长三角民

歌荟和江南水乡文化论坛。 “青浦出了音诗画舞台剧 《远

去的乡音》， 吴江出了芦墟山歌 《摇船情歌》， 我们就出了

自己的经典曲目———田歌 《四个姑娘去踏车 》。 田歌 、 山

歌、 田山歌本质都一样的， 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文化瑰宝。”

对于田歌的传承， 她觉得， 姚庄有必要向长三角其他地

区学习。 “大家都是表演田 （山） 歌， 有时候看别人就很专

业， 表演水平很高， 我们的传承人没那么多、 技法上也不如

人家娴熟。”

“现在， 长三角一体化， 浙沪毗邻的村与村之间不是有

结对共建联谊嘛， 你们回头跟青浦、 吴江多学习学习。” 姚

庄镇宣传干事曹宇杰从旁鼓励说。
姚庄农民画的
种子源自上海

和别人来姚庄上班不一样， 柯建威回姚庄是为了看

望外公沈金鑫、 外婆曹桂枝。

曹桂枝年近古稀， 打扮却很时髦， 江南人特有的精

致腔调一目了然。 曹桂枝从小在上海黄浦区人民广场街

道长大； 上世纪 70 年代 “上山下乡”， 来到姚庄的乡办

企业当销售员， 从此就在这扎下了根。

“2008 年， 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浦东新区， 跟女

儿在一起。” 曹桂枝仔细回忆道， “人还是在这里生活，

要照顾我老伴呀！ 有时候要回上海看病、 看看女儿一

家， 半个月前， 我还去了趟上海拿药！ 以前不方便， 跟

现在没法比。 现在回上海， 先坐公交车到枫泾， 再转地

铁， 去哪里都可以。 我们还经常到浦东机场坐飞机， 出

国去玩过好多次。”

据介绍， 今年 1 月， 嘉善/西塘直达上海浦东机场

的班线车正式开通； 3 月， 西塘至黎里的首条省际定制

版公交旅游专线， 嘉善至上海、 江苏的省际直达客运班

线、 省际毗邻公交线路和免费通勤班线达 10 条。 而且，

新增了 350 辆与上海互通的分时租赁新能源汽车， 区域

交通互联互通的紧密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曹桂枝告诉记者， 柯建威幼时读书， 一到寒暑假就

往姚庄跑， “因为有一起 ‘白相’ 的小伙伴在这， 每个

假期都要回来。 现在， 他长大了， 参加工作忙了， 就没

有那么多辰光回来。”

让外孙回姚庄的执念， 沈金鑫倒是一点也没， 用曹

桂枝的话说， “他的心思全在姚庄农民画上”。

沈金鑫生在姚庄、 长在姚庄， 最欢喜的也是姚庄，

尤其农民画。 “下午， 我们有个姚庄农民画评比， 你也

可以来看看！” 沈老热情地向记者发出邀约。

中国农民画最早起源于陕西户县 （今西安市鄠邑

区）， 主要由农民创作， 记述农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反映农民生活意境、 民风民俗， 因风格奇特、 笔法自由

夸张、 色彩艳丽、 乡土气息浓厚， 享有 “东方毕加索”

的美誉 。 而姚庄农民画的历史 ， 可追溯到上

世纪 80 年代。

1983 年， 金山农民画风靡一时， 在当地

举办学

习 班 。

适 时 ，

邻近的姚

庄镇文化

站 发 现 了

村民周福珍

的才艺， 将其

推荐到金山。 学

成归来后 ， 周福

珍带回的农民画之种

在姚庄生根发芽。 她先

后创作了 50 多幅作品， 在

省 、 市 、 县的比赛中屡屡获

奖、 展出。 其中， 《划龙船》 获浙

江省工人农民画展三等奖 ； 《荡湖船 》

《春到人间》 于 1987 年赴美国展出， 1988 年赴澳大利

亚展出， 现在两幅作品的图片资料收录在 《嘉善民间文艺

集成·民间美术卷》。

除了周福珍， 农民庄菊华也成绩斐然。 2014 年， 庄

菊华的作品 《捞水葫芦 》 远赴联合国总部参展 ， 并于

2015 年被东京中国文化中心收藏。

“上世纪 80 年代， 是我们学金山， 后来， 我们的农

民画发展不错， 现在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沈金鑫骄

傲地告诉记者， 2015 年， 姚庄农民画列入嘉兴市级非遗

名录。

今年 10 月 18 日， “追梦———中国农民画邀请展” 在

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开幕， 姚庄农民画 《放鱼苗》 《渔歌

颂》 入选。 11 月 12 日， 由中国文联、 中国民协、 江西省

文联共同主办的 “壮丽 70 年·阔步新时代———全国农民画

创作展”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 姚庄农民画 《柴

堆里的鸡》 参展。

如今， 姚庄镇每年都要举办两期农民画培训班 。 今

年， 沈金鑫带了四五十个学员， 最小的二十出头， 年纪最

大的 83 岁， “比我还大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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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庄： 临沪水乡 锦绣绿城
本报记者 付鑫鑫

长三角， 千年风流， 自古繁华。 在近代工业与城市化浪
潮中， 她从诗画江南里走来， 经受岁月洗礼， 依旧淡妆浓抹
总相宜。

嘉善， 浙江接轨上海的第一站。 古时， 嘉善纺织业发达，

有 “买不完的松江布， 纺不尽的魏塘纱” 之说。 作为纺织业
的基础， 嘉善盛产棉花， 每到棉花成熟的季节， 田野一片银
白， 故有 “银嘉善” 的美誉。

被列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
姚庄镇， 地处嘉善县东北部， 东与上海金山区、 青浦区相连，

西北与江苏苏州吴江区隔河相望， 被称为沪浙相连的 “桥头
堡”。 史料记载， 姚庄， 也称姚庄桥， 集镇南面有洪福庵， 中
间有洪福桥。 当时， 寺院主人姓姚， 集镇周围土地和水港也
属姚姓所有， 故名姚庄。 明清时， 境属奉贤乡九北区。 新中
国成立后 ， 设立清姚乡 ， 属西塘区 ； 1994 年 ， 撤乡建镇 ，

称姚庄镇。

与青浦区金泽镇、 朱家角镇， 苏州吴江区黎里镇， 嘉善
县西塘镇一样， 姚庄也 “最江南 ”， 不仅湖荡密布 、 河网交
错、 阡陌纵横， 而且 “吴根越角 ” 里文化相近 、 人文相亲 。

在姚庄生活的人们， 很多亲戚都在青嘉吴一带。

“我们走亲戚 ， 走来走去都是一家门 ， 没有那么多界
限！” ———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话， 相信也会成为未来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居民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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