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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乡村的美丽物语童话乡村的美丽物语

有些地方，名字读起来

便口齿生香，美感盎然，浙西

南的云和便是其中之一。撑

一支长篙，向八百里瓯江漫

溯，到了上游水光与山色相

接的地方，便是十里云河。

波光、云影、舟楫、水鸟、群

山、梯田——在云和，山与水

共同谱写了一首自然的史

诗。

独具优势的生态资源禀

赋，衍生了一条不同寻常的

美丽乡村建设之路。近年

来，云和先后编制了《云和县

“山水童话乡村”建设规划》

和《云和县“山水童话乡村”

技术指导手册》，明确了美丽

乡村的整体规划和思路，描

绘了“实施 21 个中心村培育

建设，推动土地合理利用和

人口集聚进程；实施 12 个特

色村建设，加快特色产业发

展和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优化

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宏

伟蓝图。

在云和，美丽的绝不仅

限于山清水秀的外表，更在

于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内

在。依托山水生态资源，云

和走出了一条宜居、宜业、宜

游、宜养的乡村休闲旅游发

展之路；三代玩具人薪火接

力，“童话”的概念在云和已

深入人心；生态农业富民创

收，“云和雪梨”、“云和黑木

耳”和“云和师傅”一起，享誉

他乡。

正如云和县农办主任叶

秋霞所说，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美好生活的

创造必须以美丽经济为支

撑。云和，这个浙西南的小

山城，正以大决心和大手笔，

成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

美丽梦想。

文 / 黄丽丽

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云：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
务者，窥谷忘反。”自然的美可以
洗涤心尘，而云和的美让人流连
忘返。许多造访云和的游人，来
到这里之后就不走了，只因恋上
了十里云河的波光云影，愿意长
时间在这里栖息。

山与水，在这里谱写了绝美
的自然史诗，“一城一湖一梯田”
自然而然成为云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主战场。云和以该区域为主要
区域实施环境整治提升，开展“洁

化、绿化、美化”、“村美、房美、城
美”的“三化三美”行动，推动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由小改向大改、由
小治向大治转变。今年，云和又
吹响了清理河道、清洁乡村为主
题的“双清行动”号角，农村生态
环境更加优化。

走进云和县的任意一个乡
村，原来杂乱的违法建房拆除了，
乱搭建菇棚的现象消失了，一排
排砖混结构的楼房代替了过去的
土木房，生活污水也不再随意向
河中排放，而流向专门的污水处
理管道。村里的路面也修整过
了，整洁的水泥路取代了原来的

“泥水路”，延伸到家家户户。目
前，云和县正在开展美丽公路创
建，为美丽乡村增色添彩。通向
云和梯田景区的后交线和云和
湖仙宫景区的局龙线即使在深
秋 的 季 节 ，道 旁 的 绿 树 仍 然 常
青，点缀的鲜花仍然盛开，给游
客带来了“车在路上行、人在画

中游”美好感受。
为 了 扎 实 地 推 进“ 五 水 共

治”，还乡村以“天蓝、水清、山绿、
地净”的自然之美，云和县还成立
了专门的“五水共治”领导小组，
并出台了《云和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县域规划》。规划至 2016 年
底，投入1.128亿元，完成150个行
政村、564个自然村、18800户农户
的生活污水治理和提升改造，实
现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覆盖 100%、农户受益率达 80%以
上。目前，云和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稳步有序地推进，检查
井、管材、一体化终端处理等设施
进行了招投标工作，今年 50 个污
水治理和提升改造项目全面投入
施工。

“石头巷子黄泥墙，泥木坡顶
青瓦房”。通过美丽乡村的建设，
云和乡村逐渐返璞归真。山的沉
稳与水的灵秀和合共生，原汁原
味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五水共治，还原“自然之美”

距云和县城 17 公里有个
小顺村，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南
方万亩板栗和雪梨种植基地，
还是摄影爱好者们的“瓯江帆
影采风基地”。

也许是得了自然山水的灵
感，小顺村应运而生的农家乐也
以“二十四节气”为名：“谷雨农
家”、“清明时节”“大雪寻梅”“小
满人家”等等，仿佛迫不及待地
要让游客们知道，在这里，光阴
的流逝是不需要时钟来记忆的，
大自然有自己的韵律和节奏。

小顺村的农家乐只是云和
乡村旅游的一个美丽缩影。比起
早先的小打小闹、各自为营，云和
的乡村旅游如今已“串点连线成
片”，探索出一条利用生态优势
和文化资源实现乡村休闲旅游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路子。

围绕着梯田，崇头沿线的
赵善、梅竹、坑根等各个村子的
农家乐被统一归为“梯田公
社”；围绕着云和湖，仙宫山庄
与紧水滩沿线的一家家渔家乐
共同组成了云和湖农家乐综合
体；围绕着“红色”这个主题，小
顺和梅湾作为生态、教育和养
生的典范被整合推出。

发展乡村旅游，乡村的特
色文化是灵魂。云和县十分注
重特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弘
扬，让一批湮没于历史烟尘中
的本土文化重放光芒。瓯江之
滨的梓坊村、石浦村，重整“船
帮文化”的大旗；云和梯田景区
的坑根村，成为“银矿文化”的
大观园；下垟村、梅竹村的“农
耕文化”，走上舞台；畲族村高
畲村、坪垟岗村，把“畲族文化”
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每年的
芒种开犁节、九月垂钓节、十月
尝新米节等，都在提醒着游子
该来云和走走了。

“ 乡 村 旅 游 的 大 气 候 来
了！”云和县农办副主任柯平松
乐呵呵地说。截至目前，云和
县共有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

16 个、农家乐经营户（点）142
家、餐位 11350 位、床位 1510
个，农家乐从业人员 1085 人。
今年上半年，全县农家乐经营
户累计接待游客41.58万人次，
同比增长34.5%；直接营业收入
1958.35万元，同比增长35.6%。

素有“雪梨之乡”美誉的安
溪乡，种植雪梨 3000 余亩，是
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梨
花开时，迎来了“梨花摄影节”，
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梨花吸
引远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果
实成熟后，迎来了“云和雪梨
节”，翠冠、清香、云和老雪梨等
名优品种应有尽有，游客饱尝
之余，尽可带些回去与亲友分
享甜脆的滋味。

与“云和雪梨”一样享誉他
乡的还有“云和黑木耳”。近些
年，云和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步
伐，斥资 13489 万元打造农业

“两区”项目。其中，其中崇云
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重点推进
水果精品园核心示范区建设、
重河湾水果示范区建设、现代
农业园区香菇产业提升与发展
项目、杏鲍菇废菌糠资源化利
用示范等十个项目，“云和黑木
耳”还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年产值超亿元。

云和还是“中国木制玩具
之乡”，被称为“东方童话城”。
步入云和，童话的元素遍及街
头巷角，童话的概念早已深入
人心。目前，云和县共有木制
玩具企业 754 家，是国内规模
最大、品种最多的木制玩具生
产、出口基地。

云和之美，因为自然所以
自在，因为满足所以富有。昔
日的湖畔人居、山里人家，如今
正谱写着城乡融合、产业发展
的美丽篇章。而当你的内心积
满尘垢之时，不妨来到云和，撑
一支长篙，向青山更青处漫溯，
体会一下何谓“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

产业多元，谱写“发展之美”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
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这
是诗人臧克家笔下的祖孙三代
人，曾几何时，也是生活在乡村的
农民一辈子命运的总括。

然而在云和县，农民长达上
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第
一次被打破了，“农民”的身份不
再是跟随一辈子的“烙印”，许多

“下山下乡”的山区群众搬入县
城，实现“带权进城、安家落户”，
过上了无差别的市民生活。

“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要改
善硬件，提升乡村的整体面貌，关
键还要通过软件的改革，即体制
的创新，让农民活起来。只有农
民的资产资源活了，乡村才真正
具有活力，建设美丽乡村才真正
成为一种可能。”云和县农办主任
叶秋霞如是说。

2013 年以来，云和县抓住丽
水作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机遇，
按照“人口集聚、户资分离、户随
人走、城乡一体”工作思路，全面
启动了异地搬迁安置方式创新、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户籍管
理制度改革、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社区管理服务机制创新五个专题
的扶贫改革试验工作。通过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云和县盘活了农村
资源和农民资产，农民有了完整
的财产自由权，为美丽乡村的建
设注入崭新的活力。

雾溪乡，是一个紧邻云和县
城的少数民族乡镇，也是云和县
启动“整乡搬迁”的首例试点。要
想一个下辖 6 个行政村、居住着
2108 名村民的乡镇完成全体搬迁
并非易事，而对于原本生活并不
富裕的村民而言，离乡背井的压
力更是不言而喻。村民最大的顾
虑当是转移出去后，日常的生活
如何保障。许多异地搬迁进城的
村民虽然转移了地域，也找到工
作，却始终没能实现身份的转变
和 心 灵 的 融 入 。 虽 然“ 住 在 城
里”，心理上却分明感到自己还是

“异乡人”。
为了破除城乡二元化的“壁

垒”，云和县启动了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
户口性质划分，并制定出台了《云
和县异地搬迁进城人员落户政
策》，明确异地搬迁进城落户人员
在农村所享受的各项权益和待遇
不因户口转换而改变。保留进城
落户农民经济身份，仍为原户籍
所在村经济合作社成员，社会身
份转入所在社区，完全纳入城镇
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同等
权利，分享同等利益，获得同等待
遇，确保“不脱原有衣服，还能穿
上新的衣服”。

截至目前，云和县累计实现
农民异地搬迁 9473 户、33171 人，
其 中 搬 迁 至 县 城 的 达 5778 户、
20474 人。在普光、大坪两个异
地搬迁进城人员集聚小区成立
了社区，开展“创业就业”系列培
训 活 动 ，帮 助 农 民 融 入 城 市 生
活。在云和，越来越多的山区群
众通过异地搬迁安置工程，实现
了 祖 祖 辈 辈 梦 寐 以 求 的“ 进 城
梦”。

城乡一体，营造“融合之美”

冬日乡村

童话之城

雪梨丰收

乡村秋色

渔家乐

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