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云悠悠地飘浮在大河头村上空，自家小院内，冯锡锦

老人仰卧在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他的家坐落

在村子的东北部，小溪从屋后穿过，几棵榉树错落四周。

冯锡锦今年80岁，是土生土长的大河头村人。几十年来

他见证着村子发生的种种变化，子女进城发展，他依然选择留

下来。

“住在这里环境宜人，心情舒畅。”看着荡漾在小河中的青

山倒影，老人徐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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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惠山区大河头村从整治环境到共享共治
———江南小村崭新成长

环境整治提升
干部带头破局

大河头村位于江苏省无锡

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河网密布。

漫步村内，环境整洁，一派江南

水乡风貌。

冯锡锦回忆，不久前，村里

可不是这样。村民在附近的乡镇

企业打工致了富，一幢幢二层小

楼沿着河岸拔地而起，这本是好

事；可是，不大的村落也开始变

得拥挤，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泥

泞的道路、发臭的水沟、乱窜的

家禽……村子变得杂乱。

不改变不行了。村党支部在

村口的土屋子里，开了一场关于

“大河头村如何发展转型”的会。

经过集体商讨，大河头村确定将

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提升工作的

出发点。

怎么个整治法？大家心里并

没有现成答案，村干部们就跑了

周边省份的很多村庄，先看看现

代化农村“长”个什么样子。

有一次，在溧阳市蛀竹棵村

参观过程中发现，昔日随水而走

的河堤，如今被石块砌得整整齐

齐，水坝重新修建后，不仅美观

而且实用。大家不约而同地认

为，大河头可以借鉴！

调研下来思路有了，仍缺方

案。于是村里便邀请乡村规划师

共同商讨大河头村人居环境整

治方案。大河头拿出了初步方

案：空余土地统一规划公共空

间；村户院前环境亟待集中整

治；行道绿化与水道清淤同时进

行；建设雨污分流设施……

对于打造公共空间，村民们

心存顾虑。“大河头村改造之前，

土地界限分明，依靠村民自主管

理即可。大量公共区域出现后，

如何让村民们自觉维护管理此

片区域，是个挑战。”南塘社区党

总支书记沈峰说。这时的大河头

村，由于并村原因，由南塘社区

管理。

南塘社区讨论决定，分批施

工，发挥试点作用，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环境整治的好处。方案一

经公布，冯锡锦和老伴都觉得非

常好，自家前院的地常年抛荒，

鸡鸭棚需要定期清理打扫，费时

费力，商量之后果断报名。

“清清爽爽，打开门就是草

坪。”冯锡锦的房子成为第一批

试点对象，加固修缮，院落合围，

拆除鸡鸭棚改建绿化带，原先堆

放杂物与垃圾的院子被释放出

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老冯也把家

中的躺椅、茶具挪到了院子里。

院落改造好后，老冯高兴地

跟左邻右舍分享着新变化。大河

头村第一批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的

36 户村民无一例外地对项目给
予肯定，心里打过鼓的村民也通

过试点工程看到环境整治的效

果，纷纷表示愿意加入整治工程。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乡村

治理的基础，不仅要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做这件事，更应该让他们

看到这样做的效果，这才能有效

推进工作。”沈峰说。

群众参与治理
促进乡村发展

“环境变好了，总想着做点事

情！”社区工作会上，大家提出，大

河头村应该重新建立以村民为主

的自治理事会，定期向村民征求

管理意见、社情民意，与社区做好

联动沟通，服务社会治理。

通过民主选举，大河头村自

治理事会成立。大河头村第一任

自治理事会理事长冯轩武向记

者介绍，当时全村凝聚力较差，

急需创新管理模式。

几块多边形的菜地分散排

布在村口，蔬菜冒出绿油油的

“小脑袋”，还挂着几颗露珠，透

着那股新鲜劲儿。旁边的招牌上

写着“缤纷农场”四个大字，这是

大河头村“闲下来”合作社打造

的第一个项目。

“我们搞一个合作社，通过

合作的形式把大家都聚起来干

点事，好不好？”就这样，“闲下

来”合作社应运而生。合作社成

立之初，自治理事会就将村里闲

置资源进行整合归纳，把村子前

面的空地作为共享菜地打造。

“缤纷农场”推出一年后，村

里又将无人管理的梨树、池塘转

变为“土坡梨园”“荷花鱼塘”。

“农场、梨园、鱼塘是一种合

作的形式，凭着自愿原则，村民

会以象征性的价格入股，在年底

进行‘分红’。”冯轩武告诉记者，

这里面一次性入股的经费用来

作为启动资金，入股的村民会自

愿承担起梨园、鱼塘日常养护、

看管的工作。

合作社收获的农产品会拿到

市场售卖一部分，所得收入用于

投入下一年生产，剩余农产品会

进行二次分配，定量分给未入股

的村民与困难群众，其余的由入

股村民进行第三次分配。这样在

保证产业增收的同时，也能有效

利用闲置土地，可谓一举两得。

作为梨园“股东”的王小惠去

年夏天顺利分到了两箱梨子，细

算下来，她付出的劳动可远不止

于此。浇水施肥、疏花疏果、整形

修剪……经常在果园里一待就是

半天，“咱为这两箱梨子，值得

吗？”她摆了摆手笑着说：“又不靠

这个挣钱，大家都是农民，一起种

地还可以聊天，多开心啊！”

农场、梨园、鱼塘等生产场

所逐渐变成了老年人谈天说地

的好去处，没事儿都自愿去干干

活、说说话。

“闲下来”合作社的模式激

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促进自治良性发展。王小惠在梨

园时就经常听到村民们议论大

河头的各项事务，打心里将大河

头当作自己的家，不乱丢垃圾、

不随地吐痰，见到不文明行为及

时制止等，既是乡风文明的践行

者，更是维护者。

“原先我不太愿意管村里

面的事，但现在谁要是破坏村

里的一草一木，肯定不行。”冯

锡锦说。

发掘乡土人才
探索文旅融合

清晨的薄雾还未褪去，二十

来名小学生有说有笑地走进大

河头村。他们身背书包，手拿小

本，边走边写着什么，在大河头

村各处好奇地搜索着……

“奶奶，这像香肠一样的东

西是什么呀？”小朋友们进了

村，好像发现了新天地。正在晾

晒香蒲的王奶奶被孩子们围

住，她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着

香蒲果实的妙用，“不能直接

吃，花粉可以入药，燃烧可以驱

蚊。”孩子们一笔一画地记下了

王奶奶讲的知识。

“大河头村自然条件优越，

同时具有塘、渠、河等多种水系

特征，物种丰富，且保留着较为

完善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一个非

常好的自然教育大课堂。”无锡

春水自然教育机构老师孙晓锋

向记者展示为大河头村绘制的

地图和动植物图鉴。在她看来，

孩子们走进大河头村，就如同上

了一堂自然教育课，不仅可以了

解生物地理知识，还可以动手尝

试挖藕、采茭白等活动，让小朋

友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从 2022年初开始，村里联合
无锡市小学、高校、教育培训机

构，让大河头成为自然教育的课

堂与研学基地，年轻人行走在村

子里，在体会乡村农业生活的同

时，也与当地村民交流互动。“我

们希望通过自然课堂或研学等

方式，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大河头

村，加强村民与外界的联系，努

力让村庄‘活’起来。”冯轩武说。

阳光把铁丝编制的篮子照得

闪着光，邵彩娟想不到，曾经的手

艺，在大河头竟然能变成一门艺

术。“在工厂里会手工编织一些器

具盛放特种材料，退休后也会接

一些散单贴补家用。”受村理事会

邀请，邵彩娟成为大河头村“闲下

来”合作社匠人工坊的特聘老师，

定期组织特殊编织技能的培训课

程，授课对象主要为前来研学的

小朋友与外来游客。

各类精美的工艺品被摆放

在大河头村“闲下来”合作社活

动中心。如今，大河头村自治理

事会已经邀请 3 名本地村民共
同参与“闲下来”匠人工坊计划，

在编织、铁丝工艺品制作等方面

开展相关课程，打造相关体验场

景并创设文创产品，在手艺得以

传承的同时，带来新的创收点。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

要吸引城市人口多来乡村活动

旅游，为乡村带来人气；另一方

面，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

以‘闲下来’合作社品牌作为重

要抓手，进一步探索农文旅融合

发展创新。”沈峰说。

“我要为大河头再写几首

诗！”冯锡锦年轻时热爱诗歌创

作，作品经常发表在各种报纸刊

物上。春日里，他走出院子，漫步

于乡野之中，寻觅着属于大河头

的崭新诗篇……

（据《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