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汤 超

3 月 14 日，在西溪南村生态美超市

内，村民们正排队用垃圾兑换积分，换

取生活用品。

“没想到家里不用的塑料瓶、烟盒

等能兑换商品，真是大好事啊！”79 岁的

村民章丽娟用垃圾兑换了 4 分，随即换

了 2袋盐和一块肥皂。

西溪南村生态美超市每半个月营

业一次，村民可携带自家或村里捡拾的

烟盒、塑料袋、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按照

不 同 的 分 值 ，到 生 态 美 超 市 兑 换 清 洁

球、牙刷、食盐、洗洁精、抽纸等生活日

用 品 ，通 过 兑 换 回 收 的 方 式“ 变 废 为

宝”，促进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和美乡村

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西溪南村纪委书记汪泽能告诉记

者，“生态美超市”于 2019 年启动，截至

今年 2 月底，累计兑换 2.3 万人次，兑换

分数 4 万余分。通过“生态美超市”的

有效运营，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助力乡村环境、乡风文明实现大

变化。

“刚开始兑换的人很少，现在村民

积极性提高了，今天来兑换的有 100 多

人。”汪泽能说。

今年 63 岁的村民郑小琴刚从超市

出来，手上拿着一袋洗衣粉和一瓶洗洁

剂。“这些是我用 200 个烟盒兑换的，平

时在路上、河里看到也会捡起来，现在

村里的环境卫生也变好了，真是一举两

得！”郑小琴高兴地说。

“我们采取‘积分换物’的方式，激

励、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自觉参与

生 态 保 护 ，促 进 农 村 垃 圾 治 理 模 式 转

变，变末端清理为源头减量、变被动保

护为主动参与，村庄道路及河道垃圾明

显减少，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汪泽能说。

全村一起上“兑”出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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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呼吸”的村

大型蹲点调研全媒体报道

■ 本报记者 汤 超

春分时节，西溪南村草木蔓发，生机

勃勃。粉墙黛瓦的古村落掩映在一片枫

杨林中，丰乐河水静静流淌，远离闹市的

尘嚣，宛如一幅宁静的山水田园画卷，被

游客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有人说：不来西溪南，不算来过黄

山。2023 年，这个不到 3 平方公里的古

村让人刮目：全年接待游客超 60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 4000 万元。

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人？探访西

溪南，大家认同的答案是这里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

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走出了

一条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原生态呈现

给你最美的枫杨林

刚走进村庄，记者就被村口的一片

枫杨林湿地所吸引。小溪环绕着林木

缓 缓 流 淌 ，交 错 的 树 枝 几 乎 延 伸 至 水

面。水倒映着树，树映衬着青砖白墙。

“我们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4 公

里的枫杨林湿地对游客极具吸引力。”

西溪南村党委书记吴志明说，为保护好

这片湿地，村里没有大面积商业开发，

而是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态景观，每年还

会补种一些花草树木。

丰乐河是新安江的主要支流之一，

流经西溪南村后地势平缓，泥沙淤积，

便 形 成 了 眼 前 这 片 湿 地 ，而 枫 杨 林 耐

水，适宜生长。

枫杨树根系发达，喜光喜水，是河

床 两 岸 良 好 的 绿 化 树 种 ，可 防 水 土 流

失，更是赏心悦目的景观。枫杨林还是

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目前观察到有 117

种鸟类在西溪南栖息，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寿带鸟，

即是西溪南的“明星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溪南村的

采砂船较多，河里的沙子告罄之际，有

人动起了枫杨林的脑筋。“当时有商人

出 3 万块钱要买这片枫杨林，想砍掉树

继 续 挖 树 下 的 沙 子 ，但 被 村 里 一 口 回

绝。”吴志明说，老辈儿的决然，为后人

造了福。

小 桥 流 水 、古 树 老 房 。 除 了 枫 杨

林，西溪南村还保存了千年银杏树、百

年桂树、罗汉松等。

“我每天都要在枫杨林里走走，查

看有没有人挖野菜、损坏树木等不文明

行为。”生态护林员谢武琦说。随着近

些年游客数量增多，枫杨林湿地的植被

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为此，村里采

取“采密补疏”的办法，用湿地里密集处

的野草，对遭受踩踏而稀疏的地方进行

补植保育，同时用竹为杆、麻为栏，建立

不影响自然视觉的“软性隔断”。

“枫杨林吸引了大量游客，有人提

议要不要修个栈道、搞个项目啥的，我

们坚持原生态呈现。”黄山市徽州区文

旅 体 局 副 局 长 汪 为 之 说 ，现 在 回 过 头

看，“无为而治”的选择是对的。

“会呼吸”的村

一江清水向东流

丰乐河碧波粼粼、清澈见底、鹅鸭

成 群 —— 西 溪 南 村 的 静 美 ，除 了 枫 杨

林，还有水。

水，是西溪南的筋骨，将西溪南的

水街、湿地和远山串联，形成了山水画

廊，被游客赞为“会呼吸”的村。

西 溪 南 村 依 丰 乐 河 而 建 ，自 宋 朝

起，丰乐河上便兴建起多项水利设施，

村民依然保留着明清时代的用水习惯：

通过坝、堰、堨的水利设施将自然河流

引入村中，保证村庄免受洪涝灾害的同

时，供人畜饮用、农田灌溉、农产加工和

生活浣洗。

在西溪南丰富的水利遗产景观中，

以雷堨、陇堨、条堨和吕堨 4 条人工石堰

最为著名，它们形成独特的水圳系统，

被誉为“江南小都江堰”。

雷堨是西溪南村的主引水系统，始

建于南宋。这个拦河坝长 148米，最大坝

高 2.6米，全面秉承了都江堰“乘势利导、

因时制宜”的治水原则，通过枫杨林这片

天然的绿色屏障，把丰乐河一分为二，兼

顾生活、灌溉、泄洪、景观、防火等功能，

已被列入黄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徽州区水利部门对雷堨进

行修缮，剔除以混凝土为主材料的现代

元 素 ，将 坝 体 三 个 面 均 采 用 青 石 条 铺

砌，青石条之间有“燕尾”石锁连接，恢

复了雷堨的历史风貌。2022 年，该工程

获得安徽省水利优质工程“禹王奖”。

“ 推 进 生 态 建 设 与 农 村 治 理 相 结

合，逐年提高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率，

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西溪南镇党委

书记许鸿辉说，该镇是黄山市实施新安

江流域关键节点环境治理的示范乡镇，

镇里把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通过

实施生态导向 EOD 项目，拆除养殖场，

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开办生态美超市，

农药集中配送等举措，持续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能力。

西溪南村通过编制村庄污水治理

规划，采用分散式污水站点处理和接入

市政管网处理相结合，采用“微动力+人

工湿地+资源化利用”模式进行污水处

理后达标排放。

如今，西溪南村已实施污水治理 6

个自然村，累计投资约 1500 万元，建成

分散式污水治理设施 2 座，村庄污水纳

入市政管网建设 2 处，累计污水管道建

设约 1 万米，全村污水纳管接户 400 余

户，覆盖六成农户。

“村里聘请第三方专业运维公司对已

建污水项目进行定期检查，开展污水站点

和丰乐河水体监管检测，同时常态化对丰

乐河、渠道水系进行水域垃圾清理打捞，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吴志明说。

古宅“微改造”

时尚与平衡的艺术

自然花艺、植物家具、植物穿戴……

在溪边文苑咖啡书吧，“95 后”主理人黎

婷婷正在为客人介绍植物文创产品。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黎婷婷，对

植物美学有独特的认识，以植物美学为

理念装饰的咖啡屋别具一格。

“ 第 一 次 来 到 西 溪 南 就 觉 得 太 美

了，像人间仙境，正适合植物美学的落

地实践。”黎婷婷说，通过新文创理念和

手工技艺，将真实植物带入生活的方方

面 面 ，给 人 一 种 远 离 喧 嚣 城 市 的“ 森 ”

呼吸。

除了咖啡书吧，钓雪园也是黎婷婷

重点打造的民宿。该民宿位于丰乐河

畔，周边树木环绕，满目苍翠，极具烟雨

江南特色。

“我们以场景生态特色和‘大脚美

学’理念为出发点，顺应自然，尊重当地

原 生 状 态 ，保 留 基 地 原 有 枫 杨 林 及 竹

林，以小径串联，展现古徽州诗画意境，

重绘依山傍水的新桃源。”黎婷婷说。

近年 来 ，西 溪 南 村 以“ 五 微 ”行 动

为抓手，强化“微景区”培育，杜绝大拆

大建。在保护原有生态和文化肌理的

同时，不断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把

污 水 管 网 等 大 基 建 藏 在 石 板 路 下 ，对

沿街建筑进行了“内部大改造、外部微

改 造 ”，坚 持 不 破 坏 古 村 风 貌 ，保 留 徽

州 村 落 的 独 特 风 格 ，实 现 水 清 岸 绿

景美。

“蔓园见山”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明

代古院落。6 年前，李雨蔓落户西溪南，

对院内 4 栋古宅建筑及周边园林建筑进

行修缮和恢复。

“对我来说，蔓园不只是民宿，更是

我的家。”李雨蔓说，民宿改造过程中，

她十分注意保护性开发，在原址上大量

运用传统工艺及现代技术，将院内多处

建筑进行完美呈现，再现明清时期民居

的 典 雅 庄 重 、工 艺 精 美 的 徽 派 建 筑 风

采。“原有的古建筑一律不许破坏，做到

修旧如旧；新建的房屋，外立面也要保

持与古宅一致。”

“通过实施‘微改造、精提升’，以避

免大拆大建的方式，盘活村内闲置资产

和古民居，打造具有徽州特色的文旅业

态。”汪为之说，西溪南村或许没有其他

知名古村的热闹与完善的设施，但它沉

淀千年的底蕴与现实融合，绽放出强大

生命力，不断延续、重生，吸引着厌倦城

市喧嚣的人来此“归园田居”。

那树那河那老宅那树那河那老宅
古村如何留住原生态古村如何留住原生态

西溪南村丰乐河上的雷堨水坝西溪南村丰乐河上的雷堨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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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南蔓园见山民宿一景西溪南蔓园见山民宿一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潘 成成 摄摄

2024年 3月 19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四季村晚”
主场名单，其中秋季“村晚”主场将在黄山市西溪南村
举办。

2023年 4月，入选2023年第一批省级美丽宜居村
庄名单。

2022 年 12 月，入选安徽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名单。

2021年 10月，农业农村部推介西溪南村为2021年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021年 1月，被认定为 2020年度安徽省美丽乡村
重点示范村。

2020年 11月，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2020年11月，入选首批安徽省特色旅游名村名单。

2020年 4月，上榜第五届安徽省文明村镇名录。

2019年 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名单，西溪南村榜上有名。

2019年 7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单，西溪南村榜上有名。

2016年 8月，入选第二批安徽省千年古村落。

2014年 11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西溪南荣誉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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