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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批到管理
“机制活”带动“资源活”

今年10月，拿到常州市新北区首
本《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的奔牛镇顾庄
村村民童女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拿
到批准书了，接下来要好好想想怎么建
好这栋新房。”一年来，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资格权认定、农户宅基地用地需求等
情况，新北区出台了全区宅基地“两个
办法”，统一操作口径、明晰办事流程，
解决百姓在办理审批时“流程搞不懂、
拿证时间久”等问题。

去年，常州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层
层压实“市县主导、乡镇主责、村级主
体”宅基地管理责任，按程序规范审批
农村宅基地，优化细化工作流程，不断
提高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水平。

打造“数字化”宅基地管理样本，用
数据厘清“人、户、权”，规范“变、调、
管”，匹配“人、地、房”。常州市农业农

村局创新打造全市统一的农村宅基地
和现代化宜居农房管理系统，全面实现
农户建房审批与不动产权属办理“无缝
对接”，探索建立宅基地线上申请、审批
与不动产登记大数据互联互通互动机
制，让农民共享“集成、透明、便捷、高
效”的宅基地数字化服务。

去年9月，武进区发出全国首张农
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电子批准
书。武进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张新卫
介绍，依托“1+6”农村宅基地综合管理
平台，武进率先完成全域196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15.7万户、51万人的资格权
认定和基础数据入库，并建立了统一的
宅基地审批任务清单和管理菜单，一表
通用、线上填报、网上公示，打通了宅基
地审批从“纸上”到“线上”的实现路径。

从建房到选房
“有所居”迈向“有宜居”

“看图纸不如看实体。”在宅改起步
阶段，礼嘉镇何墅村党总支书记何文超

包车带村民去周边城市考察。“大到装
修风格、小到开关样式，都由村民说了
算。”何墅嘉园一期规划用地38.7亩，总
投入8500多万元，规划建设住宅房76
套，设计宅基地占地面积90平方米、
140平方米两种户型。村民黄小军分到
了占地140平方米的何墅嘉园35号：

“房屋结构比老房子好，还有地下室，住
起来舒畅多了。”

两年前，何墅村开展“农村更新”示
范项目，发动村民自愿腾出原有宅基
地。如何打破村民想自建而建不起的
瓶颈？继发放全国首笔农村“三权”抵
押贷款、全省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后，武进创新推出“江南乡村
安居贷”产品，并设置三道“保障”：由村
委相关人员对贷款农民进行信用评估；
若农民还款发生重大风险，由村委签订
回购协议，完善风险缓释机制；设立了
1000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池。截至目
前，已为何墅村 42 户农民发放贷款
1763万元。

今年5月，何墅村率先在全省探索
宅基地有偿择位竞价交易机制，70户符
合建房条件的农户提出申请并取得建
房资格。竞价资金将用于后续村里公
建配套设施的建设，不仅满足了农民住
有宜居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也有效
激发了土地资源要素活力，拓展了村级
集体增收路径。

“抽签、拿钥匙，农房换别墅！”今
年6月，常州经开区横山桥镇芙蓉湖
畔雅苑一期项目首批166套新农居
交付。白墙青瓦、小桥流水、花木成
畦……漫步其间，一幅现代乡村诗
意栖居画卷映入眼帘。在一期工
程西侧，建有一万平方米公建配套
区，融入新型社区服务、特色餐饮、
休闲购物等全新业态。芙蓉宅改北
集聚区是目前常州经开区规模最大
的宅改项目。“统一规划、先行先试、以
点带面。”横山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程
金说，横山桥镇将通过宅基地改革建设
农民集中居住点和村级老旧工业园更

新改革双轮驱动，重新布局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努力打造功能分区更明晰、
城乡环境更优美、百姓生活更富裕的

“城乡融合典范”。

从窗里到窗外
好政策带来“好丰景”

河岸边，树木林立。阳光洒下，形
成了迷人的“丁达尔效应”。溧阳市上兴
镇龙峰村村民向则林的家，就在这片“小
森林”旁。简约大气的新中式、宽敞明亮
的落地窗，重构了人们对农改房的想
象。老百姓在享受现代化居住条件改善
的同时，也能看到更多“窗外的风景”。
家门口的菜地变成了“小花圃”，柏油路
变成了“彩虹路”，村里还多了百亩荷塘、
魔法工厂露营

基地、拖拉机农场等农旅项目。
统筹推进省特色田园乡村创建与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现代化宜居农房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溧阳灵活
打通特色田园建设和当地宅改试点政
策，不仅为村民返乡置办茶舍、餐馆、民
宿提供土地，更为乡村发展留足了空
间。龙峰村通过打造“莓林果乡”国家
田园综合体，实现年接待游客超50万
人次——这让年轻人看到了机遇。“85
后”创业青年孙宇海回家改造老宅，用来
做亲子主题民宿，一期打造了8间客房。

今年以来，常州市农业农村局积极
研究配套支持政策，深化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抵押和宅基地有偿使用、闲
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等改革工作，
加快推动三产融合，不断唤醒农村“沉
睡资源”，催化乡村产业迭代，带动农房

价值跃升，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
现增收致富。

通过创意乡村创生集群，
打造农旅融合新样板。转角
“偶遇”卡通柯基、《飞屋环

游记》同款梦幻小屋、“出
片打卡地”羊萝卜艺术
牧场……曾经“空心
化”的新北区任葛村，
由村级组织统一经营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
宅，并与企业对接共建
项目12个，撬动社会资
本约2000万元，盘活利
用闲置农房 8147 平方

米，长期出租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的村民，平均租

金收入达到3万元。
张宇熠 卢科红

八年探索，常州“宅改”如何先行先试
11月25日，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何墅村“何墅嘉园”自建区

迎来分房。经过公开择位、全程监督、现场公证，54户何墅村民
选到了满意房位。近年来，何墅村按照“自愿自主、一户一宅、建
新拆旧”的原则，率先探索易地规划集中新建农民自建区试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
充分的财产权益。早在2015年，武进区作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地区之一，开展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8年来，从试点到全
域，从探索到创新，常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昙云表示，常州将继
续引领探索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乡村振兴“打好地基”。

洞见国潮文化，传承无
限可能。“国潮正当时——
2022年度国潮人物评选”结
果日前揭晓。被誉为“宋锦
活态保护第一人”的苏州市
政协委员、吴江鼎盛丝绸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榜上有
名，获评“国潮文化传承者”。

“2022国潮人物”评选
从影响力、创新力、传承力三
大维度出发，寻找国潮领域
的新时代引领者。经过自行
报名与推荐及评审团综合评
定后，最终评选出 11 位

“2022国潮人物”。
潜心丝绸行业30多年

来，吴建华秉承精益求精
的匠心精神，用行动力和
温度，撑起了跨时代守艺
人的责任担当，“复活”了
宋锦技艺并实现规模化生
产，让中国传统文化、非遗
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再次绽
放出耀眼光芒。

2000年，吴建华创办了
鼎盛丝绸。2009年，他收购
濒临倒闭的东吴丝绸厂——
这家企业曾是制作宋锦的最
大企业之一。从那时起，吴
建华心里就埋下了复兴宋锦
织造技艺的念头。

“宋锦的织造过程极为
复杂，既要考虑组织结构，又
要考虑图案,而手工宋锦一
天只能织10厘米。”吴建华
说。为了找到手工艺与机器
生产的平衡点，吴建华带领
技术团队不断琢磨机器的每
一个细节。2012年，一台符
合传统宋锦织造工艺和各项
技术参数的电子提花机成功
诞生，极大地提高了宋锦生
产的效率。至此，沉睡的宋
锦“复活”了。

2013年，在“复活”宋锦
之后，吴建华又投入2000万
元打造国内首个以宋锦为主
题，集科普教育、生态休闲、旅游购物于
一体的中国宋锦文化园，让中华传统文
化得以传承发扬。

“将经典时尚的面料及设计和文化
内涵相结合，让宋锦时尚变得更有文化，
让文化变得更加时尚。”多年来，吴建华
带领团队，以宋锦为基础，研发出服装、
披肩、围巾等日常生活用品，箱包、钱包、
笔记本等文化创意用品，以及各种题材
的宋锦艺术品。这些创新宋锦产品更是
被选为国礼，多次现身G20杭州峰会、
阿斯塔纳世博会、金砖峰会、博鳌论坛、
上合组织峰会、江苏发展大会等大型活
动，让世人一睹宋锦的魅力。

王英 朱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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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站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前沿，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让文明浸润乡土，不
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见微知著。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
说，当前，全镇上下正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提振百姓的“精气
神”，建设乡村文明，推进新时代乡村
振兴。在这个过程中，震泽镇出现了
四个标志性“场景”，可以折射震泽乡
村文明建设的成效。

场景一：扫地

【实录】 深秋时节，走进震泽镇
众安桥村的谢家路自然村，无论大路
小巷、村间河道，还是村前屋后，到处
整洁有序，看不到垃圾的踪影。已在
谢家路生活46年的古稀村民汤彩云
说，村民的习惯改变确实经历了一个
过程。

“之前是家里扫得干干净净，出
了院门一塌糊涂，垃圾扫到哪里算
哪里，装菜的塑料袋也随便扔。我
做了几年保洁员，当时为捞塑料袋
每天要沿河道来来回回十几趟，而
且常常是有人在前面扔，我跟在后
面捞。村里的马路上、家家房前屋
后的垃圾也很多，每天至少拉两
车。自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开始，大
家的习惯慢慢改了，从不适应到逐

步适应。特别是最近一两年，都养
成了习惯，垃圾不再乱扫乱扔了。”
现在村里的垃圾量也明显下降，每
天一车就能解决问题。

【顾全点评】 落户震泽的上海人
文摄影家孙晓东老师告诉我，刚到
震泽谢家路时，隔壁老婆婆扫地，总
是把家里的垃圾扫出院门就算完事
了。孙老师作为外面来的摄影家，
不声不响把这些垃圾再扫进簸箕，
倒到垃圾桶里。这样连续三次，老
婆婆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妥当，就改
变了习惯。现在全村的扫地习惯都
已经彻底改变了，垃圾全部入桶，而
且 分 类 处 理 。 今 天 的 乡 村 这 么 漂
亮，不是单靠保洁公司，是大家的文
明程度提高了。

场景二：种花种草

【实录】“秋花不比春花早，开到秋

花也是春。”深秋时，到震泽镇谢家路，
很容易产生两个错觉，一是错把秋天当
春天，二是错把乡村当公园。目之所
及，到处花艳草绿、蔬果飘香。

不知从何时起，种菜养花成了
陈国凤一家的共同爱好：自己管花、
老妈种菜、老公负责果树。住房四
周 3 亩多地，2 分左右种蔬菜，其余
全是名目繁多的花草果树，即便深
秋盛开的花也有五六十种。陈国凤
说，以前她家房前屋后种的是桑树、
桔子树，因为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体
力跟不上，家庭生活条件也早已今
非昔比，于是前几年就开始改种花
草，先从容易种养的月季、菊花等开
始，品种越来越多，现在她家的月
季、绣球、铁线莲“花园三宝”已成远
近闻名的网红，常常有人来喝茶赏
花，也有花卉爱好者专门前来切磋种
花技艺，结交了不少花友。“有些品种
的花要种好，确实要有点专业知
识。我在养花群里向人请教，或从
网上自学，掌握了不同花卉特别是
新品花卉的习性，近期新增了角堇、
洋水仙、郁金香等五六个品种，做到
了一年四季都有花。”

如今的谢家路，几乎每家每户，都
有开放式小花园。大家发自内心地感
慨：“村庄变成了公园，生活在这里真
是幸福。”

【顾全点评】两年前我们开展“美
丽庭院”行动，给每家送几盆花，农民
每天浇水、打理，把花草养活，我们再
进行评比。时间长了，大家种花养草
的习惯也形成了。一旦花草死了，都
会及时补上，买鱼买肉时习惯性地从
市场上带点花花草草回家。我仔细观
察过，现在基本每家都种满了花，种满
了草，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转变。内心

世界更加丰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

场景三：散步

【实录】迎着朝阳，闻着身边一大
片金色稻田里散发出的阵阵稻香，陈
小凤和几个村民在村边的“稻米香径”
上晨跑，用她的话说，大家每天的日子
差不多都从这“快乐一小时”开始。

陈小凤今年45岁，看外表比实际
年龄更年轻，气色很好。“我是众安桥
人，以前一直住在震泽镇上。5年前，
看到农村环境越来越好，就回老家盖
了房子，后来又在村里的养老机构找
到了工作，便全家搬回来了。”她说，走
路成了她最大的爱好，几乎每天要约
上三五个人，快走或慢跑个把小时。

“乡下空气好，马路上车子也少，两边
还有各种花花草草，大家边走路边聊
天，别提有多惬意了。”

从上海来到谢家路定居的张文轩
说，“这里半城半乡，工作生活都很自
在。尤其是一看到附近的湿地公园，
就有了跑步的冲动。”为此，他只要有
空就会沿湿地公园跑步，并且将周边
几十个自然村进行排列组合，每次跑
出不同的线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

“来这里后，自己的精神状态更好了，
工作效率更高了。”

【顾全点评】 农民的生活习惯改
变了。原来吃过晚饭常常打麻将，现
在是一个电话过去：走，散步去。每逢
清晨和傍晚，就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农
民徜徉在“稻米香径”中间，徜徉在美
丽的田园风光当中，这已成为一种常
态，也是令人感动的小小的转变。

场景四：拉花

【实录】研磨咖啡豆—打成咖啡
液—取冷牛奶打奶泡—将奶泡轻轻加

入咖啡液……一通熟练操作后，有一
朵白色玉兰花图案的拿铁顺利完成；
再加巧克力拉花，就变身成了摩卡咖
啡。在众安桥村柴米多自然教育中
心，这样的操作已是徐金妹每天工作
的日常。

徐金妹是震泽镇众安桥村人，今
年68岁，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说，咖
啡拉花有些小门道，比如，拉拿铁上的
花，奶泡首先要打好，如果是冰牛奶，
得在机器里打到90℃才会出泡，否则
拉不出花。摩卡上的巧克力花，如果
杯子拿不好，会沉下去。她坦言，这份
工作她很喜欢，也一定会越做越好。
除了白天在自然教育中心上班，她晚
上下了班还到旁边的月圆饭店兼职，
足不出村，一年收入五六万元，成了远
近闻名的“网红斜杠阿姨”。

如今的震泽，宜居乐业与乡村文
明相得益彰。像徐金妹一样，昔日
的农民有的成了旅游公司的导游，
有的当起了民宿餐馆服务员，有的
成了村里玩乐项目的卡丁车维修
师，有的成了企业管理人员。跨界
发展，站上全新舞台，他们正成为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建设者，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

【顾全点评】 在店里喝咖啡，有
的上面会拉一个花型图案，或是树
叶，或是花草。原来我们的农民只
懂种田，现在很多农民阿姨还掌握
了一门技艺，就叫拉咖啡的花。典
型的是“五亩田”里的阿姨，以及自
然教育中心的阿姨，那里的咖啡花
都是她们拉的，而且越拉越老练，这
也是一种转变。

策划 庾康 劳晓飞
撰稿 沈宇 赵凯斐
摄影 赵亚玲

震泽：乡村文明的四个标志性“场景”

柴米多自然教育中心人称“网红斜杠阿姨”的徐金
妹不仅会做咖啡，还会熟练地拉出咖啡花。

在开满鲜花的村道上散步，成为吴江区震泽镇湿
地片区村民们的习惯。

种菜养花成了陈国凤一大家子共同爱好。你瞧！
她妈妈正在打理花儿。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自然村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自然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