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未来社区是城市居住单
元，那么未来乡村便是产居一体的发
展单元。在未来乡村的九大场景中，
未来产业场景被置于首位。在不少专
家看来，这体现了“未来”理念从城市
延伸到乡村，建设导向的本质变化。

根据《指导意见》，首批 100 个试
点村要完成常住居民收入县域领先、
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为县域村均
1.5 倍以上的“小目标”。洪祎丹以做
菜为例生动比喻：如果把产业比作西
蓝花，在未来社区中，它们就像是牛排
的配菜，而在未来乡村中，则变成主
菜，目标是做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清
炒西蓝花。

产业成为乡村建设的核心，以此
构筑的“桃花源”才有坚实的基础，才
能持续进行自我更新、持续供给高品
质的公共服务。祝立雄将其看成乡村

“活化”的过程，“有人来、有活干、有钱
赚，才是未来乡村成败的关键。”

如今，众多“掌勺者”思考的问题，
是如何利用手中现有资源做好这盘

“菜”。
“食材”常常是零散的，龙游县詹

家镇的浦山村迈向“未来”的第一步，便
是统筹村中闲置资源，确定发展机制。
浦山有着畲族特色村的基底和天然的
地理优势，距离县城5分钟车程，北接
龙游花海，西临姑蔑生态园景区，环抱
众多资源，又有着特色村的“网红潜
质”，基于此，浦山确定了整村打造“乐
活浦山，富美畲乡”的发展定位。

要将村中零散沉睡的资源整体利
用，首先要解决的是乡村开发建设中
的投入和运营问题。相信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浦山选择了村企共
建，引进社会资本的模式。2020年以
来，通过牵线搭桥，杭州联众集团先后
6 次到浦山考察，最终达成合作。村
集体通过农房流转，盘活了12栋闲置

农房，作为亲子游乐基地，设施涵盖游
客服务中心、儿童图书馆、亲子民宿、
共享餐厅等主题馆，交由联众统一运
营。如今，每年可为浦山村带来20万
元保底分红和净利润 20%的合作收
益分红。

在余东，当地则以小场景探索如
何让村民共享乡村发展红利。村中一
家叫“土灶头”的餐馆，店里没有常驻
厨师，菜品主要靠“众筹”。毛笋猪肉
煲、妈妈蒸蛋、桔壳酱⋯⋯每到饭点，
顾客点餐后，农户便从家中端出拿手
好菜，汇成一桌乡土美食。去年3月，
村里下发“英雄帖”，号召有手艺的巧
厨娘竞争上岗，得奖的10余个菜肴统
一冠名为“余东十碗”品牌，向游客进
行推介。如今，12 户联盟成员每年增
收上万元。57 岁的肖美仙，不仅是

“余东十碗”的明星厨娘，去年，还开出
了自己的“妈妈味道”餐馆，家庭收入
超过20万元，带动三四名农妇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

以基础较好的村庄为核心，带动
片区连动式发展的模式，也成为未来
乡村探索的方向。为避免出现同质化
竞争和重复建设，“网红村”玉环市干
江镇上栈头村，联合周边 7 个村组成
立追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村集
体+公司”众筹投资模式运作乡村旅
游项目。“卫星村”的开发建设各有特
色，当地滨海渔村白马岙村拥有优良
的沙滩资源，古村落炮台村坐落着明
代抗倭基地，聚焦红色旅游⋯⋯三个
村村集体出资 1500 万元建成滨海观
光小火车，串起红色之旅、玻璃滑道等
项目，2021年以来累计旅游收入已超
过1100万元。

未来，因未知而迷人，那隐含的无
数可能，让人始终心向往之。一百个
人心中，或许有一百种理想乡村的模
样，拥抱美好乡村，从这个春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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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浙江乡村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在水乡、在山
区、在海岛，万物萌动。盎然的春意之下，正酝酿一场从“美
丽”到“未来”的乡村跃迁。

继2月我省公布首批100个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后，日
前，第二批试点共278个未来乡村创建村名单也新鲜出炉。
这些村将围绕未来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
智慧、治理等场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引领数字生
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乡村新社区。带着
对未来的向往，人们将对诗意田园的期待投映至乡村，这些
先行先试的村庄，也已陆续出发，用实干回应期待。

同为“未来”系列，未来乡村与未来社区的打造有哪些
异同？如何站在“美丽乡村”的基础上，探寻乡愁可寄、梦想
可承、未来可期的“未来乡村”？春天里，记者深入衢州、台
州等地，走村入户，寻找答案。

春雨微凉，上午 9 时，台州黄岩区沙滩村，同济大学教
授杨贵庆从村中踩点归来。随水汽扑面而来的，还有他正
在谋划的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二期开发新思路：在东坞
村打造创新创意中心、数字实验中心、房车露营基地等项
目，与沙滩老街区块实现联动发展。

沙滩村是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之一。10年前，杨
贵庆率团队来到黄岩西部山区，资质平平的沙滩村成了他
们践行“中国新乡土主义”的在地实验室。这期间，同济·黄
岩乡村振兴学院成立，成为国内首批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小村以开放姿态迎接新生，大批心怀
田园梦的年轻设计师、创业者也将目光重新投向乡村，前来
考察、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今年 5 月，杨贵庆计划在村中举办一场乡村振兴共富
论坛，借着未来乡村的东风，他觉得“是时候了”。“未来乡村
是时代的召唤。”杨贵庆说，浙江乡村建设从“新农村”到

“美丽乡村”再到“未来乡村”持续迭代升级。如果说一村一
乡的振兴探索是实验室内的碰撞，那么未来乡村建设便是
整个乡村实验场在“美丽”基础上的转型提升。

浙江乡村迈向“未来”的这一步，酝酿已久。去年 7 月
发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便对未来乡村建设进行部署，提出开展
未来乡村建设试点，迭代升级未来邻里、现代产业、公共服
务、乡村文化、特色风貌、绿色低碳、乡村善治等场景，建
成一批引领品质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
的示范性乡村新社区。近期，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乡
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实现主导产业兴旺发达、主体风貌美丽
宜居、主题文化繁荣兴盛。

“未来乡村是浙江农业农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基本单
元。”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浙江省每年将
建设 200 个以上未来乡村。到 2025 年，全省建设 1000 个
以上未来乡村。

“很振奋。”面对远景目标，不少乡村建设者摩拳擦掌，
但同时，作为探路者也对未来的建设方向抱有犹疑。

“‘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未来乡村是开放多元、百花齐
放的。”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祝
立雄给出自己的解读，建设未来乡村首先要在认识上开放
包容，不把未来乡村限定为某一种固定模式、不拘泥于几个
僵化场景，而是在坚持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将未来乡村作为
一个开放平台。“某种程度上，只要是体现了现代化内涵、产
生了乡村活化的客观结果、营建了优质公共服务场景，都可
认定为未来乡村。”

多元也意味着要更加因地制宜。乡村的地理位置、历
史因素等造就的多样性，正成为它创造未来的可能性。《指
导意见》指出，首批100个建设试点将本着“缺什么补什么、
需要什么建什么”的原则。“这不是要打造各项都平均的普
通生，‘未来乡村’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锻造‘特长生’。”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所高级工程师洪祎丹，也是浙
江省未来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创始团队成员，在她看来，未来
乡村不仅要补短板、锻长板，还要创新板，且更要注意“运营
思维”，这一点其实和未来社区是共通的，要着眼长远，创造
更开放、更具生命力、更可持续的未来。“未来乡村不是要创
造一个 100 万人只来 1 次的地方，而是要打造让 1 万人重
访100次的地方。”

人与人紧密链接，城乡要素充分涌流，未来的生活方式
因乡村特质更多彩⋯⋯“未来乡村提法的核心价值，正反映
在它对未来的探索精神。”杨贵庆说。

包容
多元意味着要更加因地制宜

未来乡村是在对乡村未来图景的
憧憬之下，对乡村“未来化”建设发展
的开拓探索。

回望过去，“千万工程”久久为功，
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2003 年以来，
我省相继创建一大批国家级、省级特
色村，包括美丽乡村精品村、森林人家
特色村等近16种类型，涉及10余个部
门，总数近 6000 余个。未来乡村是特
色村的高级形态，未来乡村一定是特
色村，而特色村不一定是未来乡村，但
特色村最有条件创建未来乡村。未来
乡村建设要优先在特色村的基础上，
补齐村庄现代化短板，以“现代化+特
色化”为导向，打造新时代浙江乡村建
设标志性成果。

着眼当下，未来乡村没有标准，只
有典型案例。今年 2 月，我省印发关

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开
始探索乡村的未来在哪里。在今后的
一段时间内，未来乡村建设总体处于
试点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未来乡村
只有方向、只有典型案例，没有具体标
准。未来是多元的，切勿在萌芽之初
把未来乡村固化在僵化的指标、标准
之 上 ，限 制 了 创 造 性 、压 缩 了 想 象
空间。

展望今后，未来乡村应内外兼修，
追求硬核创新。浙江的乡村已经走过
了大规模的改造建设阶段，已到了改
革活化的新时期。未来乡村建设不追
求表面华丽、不追求短暂的热闹，应更
多地与市场交互、以改革挖潜力、与产
业谋创新、与机制塑变革，以“活化”为
未来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利用乡村
资源形成可持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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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前不久，中国意象表现绘画作品全国
巡展第一站来到衢州柯城区沟溪乡余东
未来乡村。10 天的展期中，中国意向表
现绘画工作室的60件作品在此展览。现
场的参观者中，既有高校教授、农民画画
家，也有不少普通村民。“我能感受到这里
的村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余东完美
诠释了当艺术遇到乡村时的那种美好。”
浙江传媒大学教授、策展人杨大伟感慨。

在村里看画展，对余东村村民来讲不
算新鲜事。在这里，每日擦肩而过的可能
是知名画家，定期开展的艺术沙龙汇聚各
界名流，步行 500 米范围内，咖啡吧与酒
吧沿河而立。不少来访的游客惊叹，这个
小村，很现代。

“‘现代’才应是未来乡村的主体形
态。”祝立雄说，就像余东村正在颠覆人们
对传统乡村的认知一样，未来乡村的形态
应是乡土味的人居环境，加上城市现代化
的公共服务。现代的产业形态、服务形态
和技术形态，是吸引城乡要素流动的条
件，也构成了未来乡村的基本特征。

其中，数字化场景的营造，成为未来
乡村最明显的特征。当现代化手段成为
乡村的技术形态，智能“微场景”开始让更
多优质公共服务下沉乡村。

在余东村，患有高血压的村民余冬英
最爱沿着河边的智能健康步道散步，300
米长的步道两端均设有智能设备，村民路
过即可刷脸打卡，不仅能记录运动里程，
还能累计健康分兑换礼品。去年，步道尽
头建起了一座 24 小时自助健康驿站，余
冬英省去了几乎每周一次的外出求医，借
助“智能医务室”，沟溪乡中心卫生院的医
生能为她视频问诊，在线开具电子处方。
远程家庭医生、数字化健康档案的设置，
让更多慢性病患者享受看病不出村的
福利。

乡村中普遍存在的“一老一小”照护
需求，在龙游县溪口未来乡村被重点关
注。村里为老人家中安装门磁、手环、烟
感报警器等设备。眼下，针对老幼群体的
安全守护，已实现了人员异常报警、健康
监测、摔倒检测等6个智慧场景应用。

而乡村建设理念的现代化，构成了未
来乡村更深层的肌理。

在黄岩的“乡村实验”中，杨贵庆尝试
融入现代的乡村安居理念，即摒弃大拆大
建，用适用性改造让乡村“修旧如故”。“与

‘旧’不同，‘故’是看起来模样和风貌没
变，但内里引入适合当下生活的现代功
能。”为此，他总结出未来乡村建设的“三
适原则”——“适合环境、适用技术、适宜
人居”。

村中，一座由老粮站改造成的“粮宿”
民宿，充分体现了“适用性改造”原则。山
村里的低矮房屋最怕潮湿，走进粮宿屋内
却顿感干爽舒适，杨贵庆倒了一杯水向民
宿外墙泼去，只见水不但没有渗进墙体，
反倒四散溅开。原来，外墙使用了最先进
的绿色环保防水涂料，能有效破解防潮难
题。类似多项技术被应用到粮宿改建的
方方面面，解决了墙体隔热保温、雨水循
环利用等问题。“这个案例是集成示范，如
果大规模推广到农房改造中，成本将大大
降低。”

更多小规模的微改造融入村庄。沙
滩村路面改造摒弃了柏油路，基本采用
当地自然石材、植草砖、碎石等透水性强
的材料，修老屋多余的瓦片被用来装饰
地面，与周围景色相得益彰；余东村则见
缝插针利用闲置农房织补公共服务功
能，农村旧农房、旧公房、旧厂房等“三
旧”建筑优先用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和
活动场地，满足村中全龄段人群的“现代
乡村”想象。

现代
数字化场景是最明显的特征

游客体验上栈头村玻璃吊桥 拍友 沈海松 摄

美丽的上栈头村 拍友 沈海松 摄

浦山村村民载歌载舞欢度节日 龙游县委宣传部供图

多姿多彩的墙画装点了余东村
拍友 姜明昕 摄

沙滩老街上的三径书屋 黄岩区委宣传部供图

浦山村风景如画
龙游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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