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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泾：千年古镇变身现代化特色新城镇
大力落实“两区一堡”战略

·专版

“清泾似练满城瑞气出芙蓉，万枫如丹一天秀色连吴越。 ”———是

为枫泾。

今年 11月进博会期间，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完成签约，落户金

山区枫泾镇， 投资 5.5亿美元。 项目预计于 2021年内开工建设，

2024年初正式开园， 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之一。

为让度假区内的海派元素深入人心，乐高积木搭建大师们将从枫泾古

镇牌楼、水乡婚典以及长三角周边其它的著名景点中汲取灵感，进行

创意表达。

为什么是枫泾？ 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回答道，乍看大家以为这

是个商业项目，其实不然，说到底，还是枫泾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

乐高。

2018年，丹麦乐高品牌集团高层赴枫泾考察，回丹麦时，将一本

英文版的《枫泾镇志》带上航班。 上海飞丹麦 8个小时，一本四十万字

《枫泾镇志》正好读了一路。 飞机落地当天，他马上委托助手给枫泾接

待人员带了个口信：“枫泾太棒了！ 我喜欢这个古镇的人文历史。 ”

张斌说，如果把江南古镇比作一颗颗散落在长三角的明珠，“大珠

小珠落玉盘”，那枫泾无疑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颗。 走进枫泾，遇得见

千年文脉流淌、撞得到现代创新花火。

历史底蕴深厚
人文名士辈出

枫泾，天泽地润。 浙江天目水脉自
西而来，上海浦江潮汐由东而至，共同
滋润着这方土地；枫泾，一镇横跨吴越
两地，依嘉禾之胸怀，挽茸城之臂弯。

国画大师程十发称赞自己的故乡：“两
个母亲共同喜欢这个孩子。 ”

枫泾地接吴越故地之气， 时承海
派文化之灵。 枕涓涓江南之水，溯悠悠
历史之源。

南北朝梁天监元年（502），枫泾南
栅已成村落。 超逸道人张半山途经村
子说：“此福地，若建道院，民安物阜。 ”

于是，乡民众筹，建起仁济道院，人气

日盛，开启了枫泾的历史纪元。

枫泾曾有过很多称谓：白牛村、白
牛市、白牛镇、枫溪，后为北宋名士陈
舜俞两袖清风改称清风泾、风泾，明末
正式定名为枫泾镇，与盛泽、南浔、王
江泾并称江南“四大名镇”。

“南北峙分历五朝终归一镇，古今
融汇垂信八极长治万年。 ”清代，“镇界
全图”的牌楼处有座桥，桥堍北面刻有
“商”字，南面刻有“量”字，意即南北两
镇有事好商量。 枫泾南北以界河为界，

长久分治，南属浙江、为越地，北属江
苏、为吴地。

文化学者余秋雨说：“长久地镶嵌
在吴越两地的边界线上， 既不为吴所
灭，亦不为越所亡，反得双方之气，交
融汇淬，千年安详。 ”说的就是枫泾。

蹚过 1518年的时间长河，枫泾人
文璀璨，名士辈出。 经考证，有历史记
载的名人达 639 人，其中：状元 3 人、

进士 56 人、举人 122 人，形成了独特
的科举文化。

唐代，枫泾出过“中国十大名相”

之一的陆贽，苏轼称其“才本王佐，学
为帝师”。

北宋，陈舜俞以欧阳修为师，与王
安石、曾巩、苏辙等人同是庐陵学派的
佼佼者，苏东坡称赞他“学术才能兼百
人器”，司马光赞之“声华四方耸”。 后
人为纪念陈舜俞还建造了“表贤祠”。

晚明文学家陈继儒所著 《小窗幽
记》中，一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流传
千古，与《围炉夜话》《菜根潭》并称中
国处世三大奇书。

清代状元蔡以台，授翰林院修撰。

“枫泾四宝”之一的状元糕，正是当年
蔡以台考前喜食之物， 枫泾状元糕也

由此得名。

清代儒学大家谢墉官至内阁学士
兼吏部左侍郎，是乾隆年间著名学官，

被故乡人称为“谢天官”。

近现代， 枫泾逐步形成了程十发
国画、丁聪漫画、金山农民画和顾水如
围棋为地域文化特色的“三画一棋”。

此外， 枫泾还有婚俗文化为世人
称道。 挖掘整理当地民间婚礼习俗，枫
泾自 2005年开始，每年国庆前夕举办
一届“吴跟越角”水乡婚典。 青年男女
着凤冠霞帔交拜天地， 坐上喜气洋洋
的花船，成就人生一大喜事。

古镇更新 产业更新
社区更新 乡村更新

枫泾自古人杰地灵，是上海首个被
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先后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全国
百强镇”“全国环境优美镇”， 被评为国
家 AAAA 级景区、“新沪上八景”（枫泾
寻画）、长三角十大古镇之一。

2016年，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
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发文公布第一批
127个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上海 3个
镇入选，其中一个就是枫泾。

从千年古镇到特色小镇，再到特色
小城镇，如何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不同
于浙江以产业功能为单位的特色小镇，

枫泾定位是以建制镇为单位、全镇域的
特色小城镇，发展思路是“小镇更新和
众创汇聚”。

近年来，枫泾不搞大拆大建、不建

高楼大厦，不贪大求全、不另起炉灶、不
搞互相山寨， 以现有资源禀赋为基础，

以“古镇更新、产业更新、社区更新、乡
村更新”为内容，尊重古镇风貌和乡村
肌理， 推动实现存量资源的改造改善、

转型升级、功能完善和环境优化，并先
后布局了两轮 34项重点项目， 其中第
一轮 34项总投入约 200亿元，第二轮
34项重点项目， 预计总投资超 300亿
元。比如，长三角路演中心，为 IPO上市
路演、品牌发布、要素服务等提供专业
场所，将其定位为“一个给各类市场主
体带来各种机会的服务平台”。 又比如，

乐高乐园选址在离枫泾古镇不远的高
铁金山北站附近，满足了乐高选址方面
“空间上要离市中心远， 但时间上要离
市中心近”的要求。 建成首年，预计会给
枫泾带来约 300万人次的客流。

枫泾历史源远流长，素有“三步两
座桥，一望十条巷”之称，桥梁有 52座
之多，现存最古的为元代致和桥，距今
有近 700年历史。枫泾古镇至今仍完好
保存的有和平街、生产街、北大街、友好
街四处古建筑物， 总面积近 5万平方
米。 枫泾文物古迹众多，其中上海市文
物保护单位 3个（5处）、金山区文物保
护单位 5个、金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7个。 另外，枫泾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 5项（丁蹄、黄酒、农民画、敛痔散、

金山丝毯）， 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项（金山故事、复方长皮膏、糯米饭糍制
作技艺、古书画修复装裱技艺）。

古镇更新，把古镇旅游提升为全域
旅游，从简单的一日游向度假旅游方向
推广。 对标各地民宿标杆，枫泾打造了
山麓精品民宿，眼下正在深入建设长三
角老品牌振兴基地“一街一园一平台”：

“一街”即老品牌一条街，包括友好街上
下塘、南大街；“一园”即老品牌产业园；

“一平台”即为长三角路演中心。

产业更新， 一是盘活闲置存量资
源， 通过存量资产的交易服务平台、厂
房路演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到
枫泾来，把存量资源盘活；二是加快产
业结构转型，打造功能性平台，通过功
能性平台的搭建， 从传统的人对
人招商，走向平台式的招商。科创
小镇为资本与技术搭起桥梁，临
港先进制造业基地、 长三角智能
装备园、 华平金山智慧产业园等
正在稳步崛起。

社区更新，完善基础性、功能
性项目建设，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
能级， 优先发展教育与卫生健康
事业。 一是公办学校依托高校资

源成为其附属学校，比如，华东师范大
学附属枫泾中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枫泾小学；二是民办教育与国际教育接
轨，比如，上海枫叶国际学校。 医疗方
面，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金
山分院， 引进 32名市级三甲医院专家
坐诊。 养老方面，有上海市金山区众仁
老年护理医院。

乡村更新，使乡村成为城市生态的
滋养地。保留 47平方公里的农田，发展
生态农业产业。 比如开太鱼文化基地，

从水质净化入手， 现已发展成集养殖、

种植、销售、研发、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为
一体的复合型农业企业。 还有天域·新
义田园综合体，通过引入“众创入乡”理
念， 将农民闲置农舍打造成众创空间，

为企业和创客提供创新创业新平台，也
为农民增收提供新载体、新渠道。 如今，

在天域·新义田园综合体，19个农村闲
置猪圈经过改造，已成为田间地头风格
各异、充满设计感的艺术展示空间。

领江南风气之先
千年古镇绘新蓝图

从废弃砖窑厂变身长三角路演中
心，到闲置猪圈变身创客空间，枫泾这
座千年古镇，引领江南风气之先，在每
个阶段都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内涵和发
展要义。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背景下，枫泾是“枫泾—新浜—嘉善—

新埭”城镇圈的两个中心城镇之一。 向
西对接嘉善打造沪浙毗邻地区联动发
展示范区， 向北对接松江 G60科创走
廊， 向南联动平湖打造长三角科技城，

向东联动朱泾、 亭林等北部三镇发展，

在更多领域、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谋求
协同合作和联动发展，有条件成为沪浙
毗邻城镇群的集聚中心。

说到一体化，枫泾古人已有实践。

明宣德五年（1430）起，枫泾南北分治，

以河为界，南镇属嘉兴府，北镇属松江

府， 直到 1951年才归江苏一地管辖，

1958年划归上海。 历经五百多年的分
治，枫泾汲取吴越文化精髓，一直发展
得很好， 不正是一体化的超级迷你版
吗？

如果说“十三五”期间，枫泾是在
用“四大更新”来打造特色小城镇，那
么，“十四五” 时期， 枫泾镇的目标就
是： 以建设现代化特色新城镇为总方
针，重点强化上海“西南门户”功能，充
分发挥跨界区位优势和毗邻联动优
势，大力落实“两区一堡”（“上海制造”

品牌的重要承载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先行区、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桥头堡）战略，努力将枫泾镇建
设成为门户节点型、智慧引领型、众创
汇聚型、文旅融合型、城乡协调型的现
代化特色新城镇。

具体来说，首先是充分发挥地处沪
浙发展轴的节点优势， 加强与毗邻地
区的对接联系， 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
共保共治， 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和对
内融合水平。

其次，以科技为支撑，做优做强智
能制造产业集群， 积极培育快乐智创
产业，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形成以“智
能制造、智创文娱、智慧农业”为特征
的“三智”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长
三角的高端产业集聚地。

再次， 把握重大项目落地契机，加
快科创、文创、农创“三创”融合发展，

积极创新平台运营模式、 扩大平台影
响力， 以创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为先
导，推动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着
力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集人才、技
术、资本、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创新、文
化创意、乡村创业中心，提升面向长三
角的资源配置和辐射能力。

又次，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
地处沪杭发展轴的区位优势， 不断推
动历史文化、乡村郊野、文化艺术、创
意科普、 亲子益智等旅游业态的深度
融合，争创上海乐高国际旅游度假区，

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

最后，结合枫泾自然风貌和激活绿
色生态资源，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美丽休闲乡村和示范村建设力
度，以古镇休闲旅游为核心，丰富乡村
旅游内涵，做实做强全域旅游概念。 强
化绿色发展理念， 不断优化城乡人居
环境， 使枫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的生态空间。

未来，围绕乐高主题乐园和古镇旅
游区，枫泾可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融合”以及实施高质量新兴产
业空间、高品质宜居生活空间、高水平
生态绿色空间的“三大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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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鑫鑫

亲历者说
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

我曾经倡议， 中国所有古镇不
要找明星来代言，应该让记录历史、

昭示未来的镇志代言， 它永不衰老
且历久弥新。一本《枫泾镇志》，深深
地吸引了乐高主题乐园的选址落
户。

《印象枫泾》系列丛书总序由余
秋雨先生撰写，为什么要出这套书？

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希望，有
更多人看见枫泾千年的古镇历史和
深厚的人文底蕴。

一个古镇，1518岁，生生不息，

一定有她的好风、好水、好风景，我
们要把小镇千年文化的故事讲好。

枫泾自古就是教育胜地， 出过
陆贽、陈舜俞、陈继儒等名士。 在我
看来，唯有教育才能人杰，唯有人杰
才会地灵。

我们提出“四大更新”，并非盲
目地开启一轮造城建设， 也不是对
现有资源的推倒重来。 我们的小镇
建设，既不大拆，也不大建，而是内
涵发展，精雕细刻。

古镇是那个时代高质量的生
活地，人人向往。 我们一直坚持的
就是，古镇首先是用来住的，应优
先满足居民需求； 其次才是用来
看的。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既要“大城
繁华”又要“小镇美丽”。枫泾地理位
置不在市中心， 却是大都市不可或
缺的“小而美”的存在。

《孙子·谋攻》有云：“知可以战
与不可以战者胜。 ”同样，对一个地
方政府来讲，“知可为和不可为者
赢”。 能可为的，一定要大有作为；

不可为的，不能够乱作为。

长三角一体化， 枫泾需要想明
白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享受一体化
带来的红利， 二是如何承担一体化
所需的服务。光享受不知贡献，早晚
会被踢出一体化“朋友圈”。 我们所
做的长三角路演中心就是为一体化
提供的功能服务。

行政有边界，发展无边界，合作
更可以千里来相会。 毗邻地区如果
背对背就是一堵墙， 只有面对面互
相拥抱才能亲如一家、融合发展。

一部好手机， 一定是各种先进
技术的系统集成。同样，一个地方的
发展过程， 是吸纳各种社会资源进
行系统集成的过程，也就是说，要汇
聚各种社会优质资源， 并进行整体
性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