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21年 12 月 29日 星期三

10

丁蜀古镇：紫砂筑起城乡融合发展路

·专版

■ 朱建江

丁蜀镇，也称蜀山古镇，地处宜兴最

南端， 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 苏浙皖三

省交界处。 丁蜀镇以盛产紫砂而闻名中

外， 陶文化源远流长， 制陶历史可追溯

到五千多年前。 据统计，目前丁蜀镇共

有紫砂制作者 4 万多人、 产业配套人员

6 万多人， 从业人数占常住人口的 45%

左右。 当地拥有紫砂专业合作社 70 个

左右、紫砂企业 400 多家、紫砂家庭作坊

12000 多家。

“复活”古南街

蜀山古南街，亦称蜀山旧街，是一

条古色古香的步行街。 蜀山古南街枕

山临水，背靠蜀山、面对蠡河，有人形

容南街的特点是“头枕在蜀山上睡觉，

脚伸在蠡河中洗澡”，具有典型的江南

水乡特色。 它东接东坡书院， 西濒蠡

河，北起蜀山大桥，南至黄泥场。 全街

长约一公里， 目前保存完好的部分长

约 370 米，宽 2.4-3.4 米，路面全为长

1.4 米的整块天紫石条铺砌， 石条有

900 余块。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 水运是商品

流通的最佳方式，古南街居民们的紫砂

生意因为蠡河欣欣向荣。 解放前， 每家

每户制作紫砂壶都是在自己家里生产，

做好坯后，由各家把生坯挑到窑户的窑

上去烧。 那时，古南街背后的蜀山上在

同一时间段有七顶龙窑，2005 至 2007

年间，南京博物院还在此地进行过考古

发掘工作， 当时发掘面积 334 平方米，

出土各类陶标本万余件。 新中国成立

后，政府把紫砂窑户们组织起来，在蜀

山成立了“宜兴紫砂产销联合处”，1955

年建立蜀山紫砂生产工场（后称紫砂合

作社），同年 10 月，工场办起紫砂工艺

班。 1957 年，紫砂工艺班搬迁至现在宜

兴紫砂厂址的新工场。 从此，源自蜀山

的宜兴紫砂开启了新的发展历程，在此

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达到了前所未

及的高峰。

古南街历经 500 多年风雨沧桑，迄

今基本保存完好。 老街上的建筑，均为

明清风格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楼下层是

长条木板拼门的店铺， 上层为住房，靠

街窗户均是雕花短木格窗。 这里，过半

的住户从事紫砂生产和经营，他们利用

自己的住屋， 后屋为制作生产坊， 临街

前屋则摆起货架设店经营，即所谓的前

店后坊。

目前丁蜀镇政府正在规划建设以

蜀山为背景，集东坡书院、显圣禅寺、

蜀山古南街为一体的蜀山风景区。 古

南街沿街的房屋业主， 可按照古南街

修建规划方案， 采取自行修建或者由

政府征收修建等方式。 经过以 “微更

新”为主的改建后，古南街上的店铺不

仅仅是单一化的紫砂店铺， 而是围绕

紫砂行业和相关行业， 让古南街业态

更加多元化。

城乡融合共同富

宜兴市丁蜀镇的西望村，位于

陶都宜兴的东南部， 毗邻太湖西

岸， 是全国著名的紫砂特色村，也

是江苏通过培育乡土人才成功振

兴民间传统工艺，实现强村富民的

示范村。村域面积 3.5 平方公里，居

住人口共 678 户、2255 人。 村现有

党员 115 人， 下设 1 个党总支和 4

个党支部。全村 80%以上的农户从

事紫砂手工业生产，2020 年村人均

年可支配收入达到 10.2 万元，紫砂

产业总产值达 6.5 亿元， 村级集体

经济可支配收入 600 多万元。近年来，西

望村先后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江苏省文明村”“江苏省美丽乡村”

“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江苏省卫

生村”“无锡市生态村”等诸多荣誉。

村党总支部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产

业振兴相结合，率先成立全国首家以

农民手工业为基础的紫砂陶瓷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工

作推动上的 “核心 ”作用和在生产经

营中的 “督导 ”作用 ，广泛开展 “党员

示范户 ”和 “诚信经营户 ”创建活动 ，

不断擦亮“寻壶江南·问陶西望”合作

社品牌，吸引入社农户达 375 户，荣获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称号。

村里还组织实施了“青蓝结对工程”，

广泛促成 380 个师徒结对子； 开设公

共实训课堂， 每年培训 5000 余人次；

举办“希望杯”壶艺大奖赛，帮助村民

在比学赶超中提升技艺。 目前，全村

拥有 3 个综合性产业基地、12 个艺术

创作团队、200 多家个人工作室，获得

专技职称的乡土人才由不足 40 名发

展到近 400 名， 西望紫砂品牌的影响

力、美誉度不断提升。

加快共同富裕，营造和谐美丽“乐

土”。 村党总支部还针对影响和制约紫

砂产业做强做大的关键性问题， 坚持

“合作社+党支部+领头人+村民” 发展

模式，努力打通“原料供应、技术培训、

营销推广、品牌包装、宣传推介、行业

管理”等六个产业节点，致力打造全体

村民共建共享的产业平台， 推动形成

了“户户弄陶、人人制壶”的竞相发展

局面。 村民每年自发捐款捐物达上百

万元，支持村级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

体， 一批农村实事工程的建设全面改

善了村庄环境，“和谐美丽、团结奋发”

成为西望村的精神底色。 营造了和谐

“乐土”，促进了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普惠金融”是关键。 丁

蜀镇党委、 政府携手宜兴农商行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

“整村授信”为切入点，疏通乡村振兴

融资渠道，大大提高了“三治惠民贷”

的推广度和普及率， 解决了许多农户

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 “三治惠民贷”

通过 “无抵押 、无担保 、利率低 、便捷

化”的用信方式，让农户在村里就能申

请贷款，线上快速到账，有效解决了农

户融资难题。

古镇变新城

从历史沿革看，丁蜀镇山系出陶瓷原

料，水系是运输线，山系和水系交互成为

一方人文蕴藉的江南名镇。丁蜀镇由集镇

形态建设向小城市形态建设过渡，将加速

宜兴现代城市的步伐，壮大宜兴城市作为

无锡“一体两翼”重要构成以及宁杭城市

带上的文化旅游重点中心、环太湖城市圈

重要节点的地位优势。

根据宜兴城市总规划和相关制度安

排，宜兴作为“双核型”城市，即宜兴目前

主城区所在地宜城街道和宜兴市丁蜀镇

形成的宜兴城市架构，是宜兴城市发展的

未来。作为拥有 20多万常住人口的古镇，

丁蜀镇近年来在城镇规划和建设方面已

由集镇形态建设向小城市形态建设过渡。

位于宜城、丁蜀重要交通干线陶都路对接

白宕北路一侧的青龙山生态公园，以及青

龙山北侧文旅综合体项目，业已成为宜兴

城市“双核”之间地理勾连和带动宜兴城

乡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落成开放的青龙山生态公园，总投

资约 1.3 亿元，占地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

南至紫砂路，北至东坡西路，东接白宕路，

西接丁山路。 公园内部由三条主路连接，

北入口 12米主路， 西入口 7米主路以及

东入口 3米通道。公园建设充分利用青龙

山原有山水特色，以山水岩石及矿坑水体

为主要景观元素， 因地制宜布置休闲园

路、山体景观、各式景观平台及活动广场

等节点配套设施。青龙山公园内设文体综

合馆，总建筑面积约为 7700平方米，共两

层。该场馆致力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

体育活动场地的基本需求， 是集比赛、群

众集会、日常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活动中

心。 另外，青龙山公园还建有五处服务用

房和两处休闲亭。 青龙山公园，其形态和

功能已经达到现代城市公园的水平。

丁蜀镇是目前宜兴市人口最多的建

制镇，今后将在城建项目实施过程中考虑

旅游要素，青龙山生态公园的建成开放只

是一个动作。 下一步，将通过较大的区域

功能规划和改造，提升丁蜀镇的城市化水

平。计划规划蠡河、白宕河、画溪河水上风

光带，形成“桨声灯影里的丁蜀镇”；增加

休闲绿地，并在近 300个自然村中通过村

庄环境治理， 形成一批紫砂文化特色村、

山水田园特色村、干道沿线村和镇域人口

村，在城市形态和产业形态的质量提升上

做文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

口发展研究所所长）

“建大楼”筑巢引
凤开新局

“5 年内，余杭将建成含 51 所幼儿园、

26 所小学、20 所初中、3 所高中等 100 所

以上高品质、 特色化学校......”8 月 21 日，

余杭区召开教育高质量发展奋进大会，吹

响了教育强区的“冲锋号”，自此开启了大

变样、大奋进、大跨越的全新征程。

如何加快打造余杭优质教育品牌，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余杭给出

的规划是按照“三年大变样、五年攀高峰”

的总体部署要求，全面构建资源充裕、公平

开放、选择多元、质量一流、特色鲜明的现

代基础教育体系， 深入实施余杭教育高质

量发展“1388”奋进计划。

何为“1388”奋进计划？ 据了解，“1”即

锚定一个总目标， 通过五年努力全面打造

全省示范、全国领先的“未来教育”高地；

“3”即统筹三项综合性创建，全面创建全国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区、浙江省教育现代化区；“8”即突出

8 项重点指标， 建设投用 100 个以上学校

项目，优质学前教育覆盖率 100%，培育省

一流重点高中 3 所、 公办高中省现代化覆

盖率 100%， 打造 50所省现代化示范标杆

学校， 实现区内外名校集团化 （共同体）

100%，新引进 100 名领军教育人才，新增

市级以上名优教师 500 名， 教育教学质量

各项重要指标居于全省领先水平。 最后一

个“8”即实施高效率提升五育并举、高起点

塑造特色品牌、高品质建设未来学校、高标

准打造标杆学校、高水平实施名师引培、高

站位推进数字赋能、高层次开展合作办学、

高质量锻造教师队伍等 8项行动。

今年秋季刚刚启用的余杭第一中

学，教学楼、综合楼、食堂、报告厅、图书

馆、行政楼、学生宿舍，还有配备了恒温

泳池的体育馆等，总用地面积 168.37 亩，

总建筑面积 148410 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0 亿。校内所有建筑采用连廊设计，雨天

不打伞也可走遍校园。 这里充分体现了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现代教育

理念， 是余杭区教育局重点打造的一所

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化公办高中。 还有

瓶窑镇第二小学、 海辰小学 、 中泰中

学 ...... 今年秋季开学前，23 个中小学校

与幼儿园新建及改扩建项目如期竣工，

新增班级达到 572 个， 新增学位 23880

个，总投资达 44.532 亿元。

“结合区域人口发展水平、人才集聚

程度、城乡差异情况，余杭教育科学编

制新一轮余杭区中小学、幼儿园布点规

划，现已完成《余杭区‘十四五’教育项

目布点计划》。”据余杭区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为树立全国一流的高品质、

特色化学校建设“余杭标准”，余杭将制

定《余杭区教育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余

杭区教育项目建设工作考核办法 》《余

杭区 “未来学校 ” 建设指南 （设计导

则）》等各项政策，成立区级工作专班，

精准先后时序，统筹要素保障 ，力争到

2025 年投资 150 亿元，建设 100 个以上

学校项目。

在“建大楼”的基础上，余杭区大力实

施现有学校改（扩）建工程，全面提升学

校办学条件，力争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比例 100%。 余杭区积极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普惠治理、试点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

园（幼托园）等多种形式，拓展各类教育

资源供应总量。

“引大师”聚合效应
促跨越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

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道出了大学的

真谛, 被认为是大学须秉持的基本办学理

念。 “高楼易起,大师难求。 ”名优教师培养、

教育人才引进， 也成为余杭教育发展事业

的“重中之重”。

“我有幸成为学校名师工作室中的一

名导师，将以最大的热情、最认真的态度、

最求实的活动投入其中。 ”12月 4日，杭州

市余杭第一中学教师专业发展导师聘任暨

特级教师工作室挂牌仪式在学校立春图书

馆举行。会上，导师代表语文特级教师莫银

火说， 接下来将与在校教师互相学习开展

教学指导，并通过集体备课、抓阄上课、答

辩视频课等具有挑战性的教育活动， 进行

谨慎、专业点评。 活动现场，余杭第一中学

和 8位特级教师正式签约、授牌，并颁发聘

任证书，聘期为 3年。

“浙江省特级教师莫银火语文工作

室”、“浙江省特级教师张金良数学工作

室”、“浙江省特级教师费胜昌英语工作

室”……5 年引进 50 家省特、正高和全国

金牌教练领衔的名师工作室，是教育奋进

计划高水平锻造教师队伍行动的重要内

容。 截至目前，余杭区引进名师工作室达

到 27 个。“名师工作室将以教师专业能力

建设为核心，以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培训

为重点，整合资源、高端引领、团队培养、

整体提升， 促进余杭名优教师快速成

长。 ” 余杭区教育局局长徐伟龙表示，名

优教师培养、教育人才引进，是余杭教育

事业发展的“造血功能”。

中国美术学院、中法航空大学、杭州

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杭州第二中

学、学军中学……省内外 27 所一流高校、

知名学校组成的余杭名校教育合作联盟

成立，雨后春笋般名师工作室的迅速发展

汇聚余杭教育发展的蓬勃之势。 据相关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余杭区已引进省市

级名教师、名校长 46 人；培养省市名优教

师 57 人， 市教坛新秀 78 人，5 个正高级

教师，共计 186 人，完成 5 年引培市级以

上名优教师 500 名任务的 37.2%。2021 年

新招聘 553 名教师中， 硕士及以上学历

182 人，占比 33%；985、211、双一流高校

毕业生 98 人，占比 17.8%。

“全国数字经济先行区”、“全国数字生

活引领区”、“全国整体智治示范区”……

“数字化”是余杭区特有的底色，同样数字

赋能教育也将是余杭区的教育特色与靓

点。据悉，余杭将着力打造“入学早知道”到

“教育智芯”的迭代升级，积极打造基于数

字驱动的“教育智理、教育智治、教育智服、

教育智学”4大主题多个应用模块。 推进小

切口多跨协同应用场景建设，向培训机构、

作业管理、课后服务、校外研学有机延伸，

建设具有余杭特色的教育双减数字化场

景；向未来社区教育有机延伸，提升幼托和

终身教育服务质量， 推进全生命周期教育

数字化体系的建设。

“强保障、引人才、聚合力、创名校，余

杭将把教育工作的各个层面铺实，每个环

节盯牢，件件实事落实。 ”余杭区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徐伟龙表示，2021 年余杭

教育发展事业已经站在新的起点， 接下

来，余杭将继续聚焦“1388”奋进计划，朝

着打造全省示范、 全国领先的 “未来教

育”高地奋勇前进。 （刘海波）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2021 年杭州部分行政区划优

化调整后，余杭站上了新的起跑点，也对教育公共服务提

出了新的要求。余杭区委区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不遗余力

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余杭建成投用学校 23 所，新增学

位数 23880 个，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拓展; 内培外引市级

以上名优教师 186 人，打造余杭教育人才新高地；加大

高校、名校合作，全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努力建好家门

口每一所学校……余杭教育在崭新的一年中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快马加鞭进入“教育强区”提质期。

余杭：“建大楼”“引大师”经济强教育更要强

“人工智能”走进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余杭第一中学

余杭区中泰中学

余杭区召开教育高质量发展奋进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