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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浜：人文戏剧之乡，花开四季
幸福乐园 美丽家园 绿色田园

·专版

回溯历史，新浜虽迟至 1994 年才撤乡建镇，但在它境内却有始

于明隆庆年间的隆庆寺，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大方禅院，

清康熙年间形成的泗圣祉河文化，以及“花篮马灯舞”“新浜山歌”两

项市级非遗，可谓文脉悠长、底蕴深厚。

近年来，紧紧围绕“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示范镇”的发展思路，新

浜依托丰富的生态、人文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打造“绿色

新浜、花海新浜、人文新浜”，探索出一条新时代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先后获得中国最美村镇乡村振兴榜样奖、全国宜居镇、国家卫生镇、

上海市文明镇、 上海市生态镇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是典型的江南水

乡、迷人小镇。

“十四五”期间，是新浜加快打造市区联动智慧物流功能区、新型

城镇化示范区、乡村旅游风貌区和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区，更好服务松

江“一个目标、三大举措”战略布局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绿色、花

海、 人文新浜、“中国戏剧之乡” 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必将显著提

升，早日实现“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

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

同”的美好愿景。

四季有花香

生态又宜居

新浜荷花享有盛名，新浜镇因此
被誉为“沪上芙蓉镇”，镇上的胡家埭
村则是名副其实的“芙蓉村”。

盛夏时节，在胡家埭，放眼荷塘，

“接天莲叶无穷碧 ， 映日荷花别样
红”；细看，各式荷花竞相开放，有白
的 、粉的 、紫的……好一个 “百花齐
放”，争奇斗艳！ 凑近观赏，还能发现
蜻蜓、蜜蜂在花丛间翩翩飞舞。 微风
拂面， 鼻尖满是荷花独有的清甜香
味，怎叫人不留恋这“久在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的世外桃源风光。

胡家埭村位于新浜镇集镇区东
部，地理位置优越，村内有 G60 新浜
高速口，叶新公路贯穿整个村庄。 依
托“一心一带，三区三轴”（行政公共
服务中心、园胡路休闲景观带，休闲
旅游区、城镇建设区、宗教区，“三轴”

指三个自然村围绕中心主轴打造不
同风格），胡家埭村已是全国文明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当前正
在积极创建“国家级文旅服务
功能融合试点”。

村内 ， 现有民房建筑以
“非”字形小联排沿河而建，外
墙以黑白灰为主色调，与缤纷
花海相映成趣，既凸显了浓厚
的水乡味道，又呈现出独特的
江南风韵。

如果将胡家埭村生态脉
络比喻成一根线的话，那线上
的每一颗“明珠”都熠熠发光：

拥有 800 多亩林地的乡野公

园，保持着原生态风光，是沪上少有
的天然氧吧， 清新幽静；60 亩荷花种
苗基地集中展示着各类精品荷花、莲
花近 800 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荷莲
文化；430 亩的百荟园， 以梅为主，辅
以梨树、桃树、桑树、樱桃、葡萄等十
来种果树，便于不同季节的采摘。

为打响“因荷而兴、与荷共舞”的
荷花节乡旅品牌，新浜镇运用现代灯
光科技手段，将时尚的光影艺术融入
宁静美丽的田园风光， 打造梦幻田
园，形成“春有牡丹采果蔬，夏观荷花
品荷宴，秋看稻浪庆丰收，冬赏梅花
泡温泉”的旅游格局。 尤其是 2020年
举办了“网红赏荷游”“为荷而来，为泥
而趣”泥地足球赛及“荷乡趣游”等系
列活动，活动期间，荷叶南瓜饼、芝麻
团、塌饼等当地传统特色小食，让游
客回忆起“儿时的味道”。 2020 年，来
到胡家埭村的游客数量从 2019 年的
1.6万人次增加到了 2.4万人次，票务
收入则从 2019 年的 6.5 万元增加到
12万元。

环境变美了、钱袋子鼓了，在这
个生态休闲的胡家埭村，村民们的日
子越过越有滋味。放在 10年前，90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很少；现在，已经有
20多位。

2020 年刚满百周岁的老人金桂
福是位老党员。 每次遇上网格党小组
活动时， 他总会戴好党徽如约参加。

像金桂福一样，居民们比以前更喜爱
自己的家，也愈发懂得保护环境。 仅
垃圾分类一项，村民志愿队伍就有 20
多人，各自排好当周值班时间，秩序
井然。

“以前的脏乱差现象一去不复返
了。 现在，住宅小区旁边就是杨树圩
公园，虽然不是很大，但来就这边可
以休息休息、欣赏一下周边美丽的环
境，还能和朋友们坐下聊个天，感觉
生活要和城里人一样了。 ”新浜居民
杨阿妹说。

这两年 ，在新浜 ，田成方 、林成
网、路相连、水相通、村镇美，还陆续
增加了小驿站、游客服务点、小岗亭、

小睦邻点；小卫生室、小戏台、小健身
园、小广播等内容也日益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胡家埭村有一支
闻名多年的“百灵鸟文艺宣传队”，自
编自导，寓教于乐，经常登台表演。

人文底蕴深厚
产业融合发展

新浜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
至明隆庆年间修建的隆庆寺，取“隆
盛之年庆佛光普照”之意。 相传，清乾
隆皇帝下江南，先到访隆庆寺，再往
灵隐寺去。 不过，历经 400余年沧桑，

老庙最终屋塌墙断。 2015 年，隆庆寺
复建成功，古风古色，殿院俨然。

另有一座大方禅院，始建于清乾
隆四十三年（1778）。 民间传言，广能
和尚乘船来到新浜，驻锡创建，时名
大方庵。 因该地属松江、青浦、金山三
区交界，1927 年， 革命家陈云领导枫
泾农民暴动时，大方禅院即是暴动指
挥部所在，至上世纪 90 年代，逐步修
复寺院。

2019年 7月， 由华东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学院授予的非遗（民俗）教学实
践基地在新浜镇南杨村百草园挂牌。

百草园突出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特
色， 分为室内的乡村创意工坊和室外

的田园小课堂。 创意工坊内有荷莲特
色八珍糕非遗手工制作、 新浜本地土
布工艺、乡村老物件展示，以及花篮马
灯舞、新浜山歌、打莲湘等非遗展演；

田园小课堂以古代“井字田”为创意元
素，依时令种植金银花、西红花等各类
中草药，兼具科普和销售功能。

新浜素有“戏剧之乡”的美誉，著
名戏剧家陆军从这里走出。 他创作的
近 40 部大型戏剧与数十部小戏不少
都带有新浜的印记。 此外，新浜镇剧
作家欧粤的《捣浆糊》、张林琪的《灶
边井》、姚水君的《“糯米团”设宴》，还
有计岳良、黄天杰、顾程峰、钱惠琪、

郁跃峰等人的作品，以及优秀沪剧演
员钮秋珍、 陆海云等都名声斐然，展
现出新浜戏剧的艺术实力。

在新浜，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
戏台， 小到不满十人的 “螺蛳壳道
场”，大到可容纳 500人的大舞台。 而
且每年，村里的经费预算总有一笔是
用来维护和保养戏台，村民对戏剧的
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这也正是新浜
打造“中国戏剧之乡”的文化底气。

2020 年 8 月，大型原创儿童音乐
剧《公鸡下蛋》在新浜首演，同年 11
月获第 34 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 该
剧由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 新浜镇、

上海校园戏剧文本孵化中心三方共
同出品，不仅编剧来自新浜本土创作
者俞月娥，演出班底也是当地话剧社
松江柒加青年剧社的骨干。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和 G60 科创
走廊建设进程的加快，新浜已不再是
松江和上海的西南一角，而是处于长
三角的中心位置，周围发达的高速公
路高速铁路交通网，使其具备 2 小时
到达长三角主要城市圈的区位优势。

2018 年， 九地市 20 镇 G60 科创
走廊乡村旅游联盟成立，共同打造长
三角 3 小时乡村旅游休闲黄金路线；

2020 年 8 月，新浜镇举办第三届“荷
花论坛”，聚焦“新江南田园乡居与艺
术乡建”。 由上海市建筑学会和新浜
镇联合主办“新江南田园乡居（松江
新浜）设计竞赛”，所有获奖设计方案
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 未来，新浜镇
的宅基地归并平移设计方案将从获
奖作品中遴选，并落地实施。

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提，自然离不
开生态农业。 近年来，新浜坚持绿色

生产方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和不
合理化肥投入；实施最严的生态管控
措施，进一步强化水岸共治，促进水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到 2020年底，实
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畜禽废
弃物治理“零排放”。 以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蔬菜生产保护区为重点，通过增
施有机肥、秸秆还田、轮作茬口安排
等措施，提高耕地有机质含量。 稳定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进生
猪规模养殖场改造提升、 扩增产能，

年上市优质商品猪达到 6万头。

同时， 打造高附加值农业品牌。

新浜位于水源保护缓冲区，具有都市
城郊“水净、土净、气净”的独特优势，

坚持以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作为
农业产业的发展主线，培育有影响力
的企业重点绿色品牌，积极参与松江
区域公共品牌培育。 以粮食家庭农
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各类蔬菜基
地和品牌蔬菜种植区为基础，延伸拓
展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打响“松江大
米”品牌，打造“松江大米”产、供、销、

体验一体区。 以“森鲜·生活，找回原
来的味道”为主线，实施规模化蔬菜
绿色生产，发展包括蔬菜、草莓等特
色农产品的新零售模式，打造以森鲜
馆为主特色农产品新零售空间和现
代农业双创空间，打造集一二三产融
合的新农人孵化和学研基地。

从“生态佳”

向“生态+”?变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
为上海的后花园，新浜的生态优势在
全市得天独厚，对接社会对绿色健康
的新需求， 将优势转化为竞争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未来必将走出一条从
“生态佳”走向“生态 +”的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有效路径，建成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智慧供应链创新
高地、打造上海乡村旅游首选地和人
民安居乐业生态迷你小镇。

一直以来，新浜着力营建富有魅
力的农村田园生态风光。 围绕叶新公
路，打造四季新浜和花海新浜的都市
田园，使其成为具有全市乃至更大范
围影响力的花卉种植产业基地。

借助“芙蓉镇”“芙蓉村”的特色，

新浜镇荷花公社积极引入台湾新品种
九品香莲。 奥园集团荷花研究所入驻
南杨村农创园， 研制生产九品香莲衍
生品，如护肤、沐浴等系列产品。如今，

奥园“沁漾”品牌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
局商标注册， 衍生产品将通过奥买家
跨境电商平台，形成“种植—研发—销
售”为一体的高附加值产业链。

促进农旅融合，开发农事民俗体
验产品，打造乡村采摘园、农耕体验
田、农创展示互动体验中心、科普教
育园， 不断扩展农创产业游的内涵。

促进文旅融合，将农耕文化、田园文
化、民俗文化等文化元素与现代元素
有机融合， 打造水上实景演艺———

《上海之根》。 以花篮马灯、提花篮等
民间文艺、 非遗项目为文创元素，打
造小而精致的文化创意工坊，增加游
客的参与感。 促进体旅融合，依托黄
浦江上游的自然景观，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积极发展慢行系统，丰富和开
展徒步、慢跑、自行车等体育运动，以
运动带动旅游的发展。

聚焦上海松江农旅科创园，在南
杨村打造集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米扈
集市； 在奥园地区建设 1-2 家以康
养、度假为主要功能的高端酒店。 在
胡家埭村、南杨村加快建设高标准民
宿，将南杨村打造成为开放式的乡村
旅游综合体 ，让客人 “来得了、吃得
好、玩得欢、住得下、带得走”。

此外，做好宣传推介，打响新浜
文旅品牌。 扩大“四季新浜”节庆活动
影响力，重点扩大荷花节、牡丹节及
春耕秋收等节庆活动的品牌效应，提
升游客对新浜乡村旅游的认可度、知
名度、关注度。 进一步做实 G60 科创
走廊长三角乡村旅游联盟，力争实现
合作区域“一票通游”。 发展“互联网
+ 游购”， 推进电商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让乡村特产成为伴手礼，进一
步放大旅游产业的带动效应。

打造“中国戏剧之乡”品牌过程
中，积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未
来， 新浜将拟创办戏剧文学国际小
镇，吸引海内外戏剧名家前来采风创
作，留下人文创作硕果；将创办陆军
戏剧学校，利用上戏优厚的戏剧教育
资源， 培养本地业余青年戏剧人才；

将建立乡贤馆， 展示新浜在戏剧文
化、绘画艺术以及民间艺术上的重要
成果，以新的平台、新的举措、新的业
绩，扎扎实实地把新浜“戏剧之乡”这
块文化招牌擦亮。

同时，提升镇、村两级文化活动
中心服务功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探索文旅融合新机
制，有效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文化
需求。

最后，做强特色文化，提高新浜
文化标识度。 聚焦新浜花篮马灯舞、

新浜山歌等非遗项目，探索长效保护
机制；积极培养非遗传承人，进一步
挖掘新的非遗项目，切实做好非遗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 聚焦江南文化、红
色文化、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积极探
索文化与体育、 旅游等产业的融合，

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加快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机制。

围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新浜始终致力推进“乡村三
园”（幸福乐园、美丽家园、绿色田园）

建设。 如今，具有江南水乡特征和大
都市郊区特色的农村新风貌，在新浜
这片土地上愈发明朗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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