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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独厚好山水
筑起致富“聚宝盆”

“一起数天上的星星，一起看美丽的日出”、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赴一次奇妙梦幻的约
会”⋯⋯不知不觉间，石璜镇的许多村落都成了
网红地，各地网友纷至沓来，美图美景更是刷爆
朋友圈。

石璜镇拥有3个省级AAA级景区村，其中
最有名的，当属白雁坑村，它位于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核心区
域，是全国首个地质文化村，也是全国生态文化
村。村里有千年古香榧林，有“亿年火山岩”特
别集中的乱石丛，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景观。

守着好山好水，白雁坑村村民走上致富
路。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游客们，村民斯林
福家的民宿已经由原先的 3 间客房增加到了
目前的 15 间客房。他说，自己家有 600 余株
香榧树，加上民宿的收入，一年超过了 30 万
元。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白雁坑村正在打
造成为以农家美食、民宿民居、康体养生为特色
的民宿集聚村。全村现有民宿21家，年接待游
客 10 余万人，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在 1500
万元以上。“借助全国首个地质文化村这个平
台，白雁坑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村民通过销售
香榧、茶叶等农副产品、经营民宿等实现了致富
增收。”白雁坑村党支部书记斯伯荣喜在心头。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在离白雁坑村不远处的
西白山上，绍兴新一代双偏振天气雷达站正在
紧张施工中，建设完成后，这里将划出一块区域
作为“气象天文科普馆”，专门为游客提供研学
游和亲子活动。

据了解，目前，石璜镇已经形成两大乡村
旅游集中区块：以红色体验为主的“民情日记”
区块、以观光度假为主的忘忧西白区块。镇里
计划通过项目实施，实现“民情日记”发源地原
雅璜乡区域和“美丽西白山”原通源乡区域两
地的互联互通，建设一个“产学研游”一体化乡
村振兴示范区，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

在厚植生态优势的同时，石璜巧妙发挥“生
态”品牌，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从
而提升民生福祉。

在石璜，榧与茶，是村民的生计，也是通向
幸福生活的路径。目前，石璜镇拥有香榧种植
面积2.7万亩，拥有百年以上古香榧6000余棵，
近年来，还打响了“藏天岗”“珍丽尖”“白玉尖”
等品牌，香榧已成为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
树”。

除了香榧，石璜全镇还拥有高山云雾茶园
1.8 万亩，因其特殊的高海拔地理气候，出产的
龙井茶品质优良。眼下，石璜镇在多个村建立
起“数字茶园”试点示范区，通过5G、物联网、大
数据、云服务等技术，使茶叶生产智能化。

望得见山水，看得见乡愁。石璜镇凭借着
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启乡村
振兴战略的新征程，以动能焕新促进富民强村。

与时俱进谋发展
写好新时代“民情日记”

作为“民情日记”发源地，石璜镇近年来不
断丰富和拓展“民情日记”的内涵和外延。利用
发源地雅璜村丰富的人文和山水资源优势，新
建“民情日记”实践中心，目标是打造一个集教
育、展示、村部建设、乡村振兴等功能于一体的
鲜活样本，展示嵊州市新时代“民情日记”工作
的生动实践。

“民情日记”实践中心项目计划投资 1 亿
元，规划用地面积约为9287平方米，由“四中心
一礼堂一学院一民宿”（“民情日记”展陈中心、
研学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数字中心，文化礼堂，

“民情日记”干部学院，红色主题民宿）等功能区
组成，建筑风格融乡村、中式、山水、时尚于一
体。

实际上，20 多年来，“民情日记”一直在与
时俱进。村干部切实为老百姓致富出点子、搞
服务，收集民情的手段也更加多样，让人感受到

了富有时代气息的为民真情。
而新时代“民情日记”，已不再是简简单单

帮助群众解决生活、生产上的“小事”，更重要的
是要助力村庄发展、村民致富。由石璜镇自主
研发的“浙里民情”应用是一个提高村庄管理效
能、服务村民生产生活的高度集成数字化平
台。在该平台上，既有民情收集、反馈、分析的
集成应用，村民、警情、安全等信息的直观显示，
也有村民自治、干群沟通、产业增收等功能。针
对“三驻”干部联系掌握群众信息难，打造了“本
村通讯录”“村头条”“串门”“民情档案”等子应
用。另外，通过多平台有效衔接，设计了“便民
中心”“问题反映”等子应用，分门别类梳理出环
境卫生、安全隐患、交通出行等应用场景，提高
村民对就业、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自动化的适
应能力。

“去年已累计为群众提供服务 1.2 万次，解
决需求 1659 个。”石璜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镇里将继续发挥“浙里民情”在基层治理领
域的智治优势，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数字化带
来的便民服务。

（图片由嵊州市石璜镇提供）

石璜镇：“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金汉青 韦立明 张 峰

寄情山水的清新地，花木领带的发源

地，红色革命的传承地，民情日记的首创

地⋯⋯石璜镇位于嵊州市西面，地处绍兴

第一高峰西白山麓，131.95 平方公里的

区域面积，将西白山的千年古榧林、万年

巨石阵、高山湿地、万亩茶园等自然资源

都囊括其中。

近年来，石璜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

优势，谋划全域乡村旅游，打响了“红色文

化+绿色生态”乡旅品牌，“美村强村富民”

的愿望一步一步实现。去年，石璜累计吸

引游客 3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农产品销

售等经济收入近3500万元。

绚烂云海

山水石璜

做优特色产业
夯实致富基础

在富乐甘霖的征途中，甘霖镇以产业提质
增效为核心，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推动重点产
业链创新升级，引领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嵊州市工业经济强镇，甘霖镇有着良
好的产业基础和专业优势，且发展势头良好，建
成 4 个工业区块及 2 个小微园区，并培育了一
批制冷配件、五金机械、电子电声、纺织服装等
颇具影响力的四大特色支柱产业。而冷链装备
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了解，甘霖镇冷链装备产业起步较早，经
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目前，
甘霖镇共有制冷设备生产企业近50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8 家，产值超亿元企业 2 家，在国内
制冷市场享有“两器基地”的美誉，展示甘霖冷
链科技发展成果。

为抢抓国内外冷链产业高速发展的有利时
机，甘霖镇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深化实施数字
经济“一号工程”2.0 版，积极构建以“产业大
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加
快推进冷链装备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富
乐甘霖贡献产业力量。

“1+N”产业规划让甘霖镇产业经济再次跃
上一个新台阶。甘霖镇在做大做强制冷优势产
业的同时，与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亲子婴童、机
械电机等多个行业形成齐头并进之势，并依托
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发展“道口经济”，全力推
动产业经济稳中向好。

据悉，今年 1~4 月份，甘霖镇累计实现规
上工业产值 3385 万元，同比增长 31.1%。“今
后，我们将紧盯数字赋能、产业兴旺的富乐甘霖
目标，启动高端装备产业园建设，形成多个行业
齐头迸发的产业发展势头，全面提升综合竞争
力和区域影响力。”甘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擦亮幸福底色
增厚民生福祉

近日，甘霖镇黄箭坂村村民黄先生吃过晚
饭，就揣着羽毛球拍出门了。今晚，他给自己的
安排是，先去村里转转，然后再到家宴中心的羽
毛球场锻炼身体。“自从村里有了休闲锻炼的场
所，大家的娱乐生活更丰富，邻里间也更和睦
了。”黄箭坂村相关负责人说。

这些年来，黄箭坂村借助“五星达标·3A争
创”的机遇，以富乐村民为目的，建起乡贤苑、院
士馆等具有特色文化的景观节点；修缮农耕文

化陈列室；利用家宴中心场地，划分出乒乓球和
羽毛球区域，丰富村民的文娱生活⋯⋯人居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村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黄箭坂村村民的富乐生活，只是甘霖镇孜
孜追求百姓精神富足的一个缩影。甘霖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甘霖镇一直都在开展

“富乐行动”，持续推动全镇精神文明建设，传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居民文明素质和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有力改善。

宜居，是甘霖镇“让老百姓富起来、乐起来”
的目标。为此，甘霖镇通过建立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实现镇域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在全面剿灭
劣 V 类水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主要河道河岸清
障清脏补绿⋯⋯这些举措造就了甘霖镇“剡溪

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生态环境。
同时，积极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全镇现有商

业开发居住小区 8 处、装配式建筑应用项目 2
处，建有星级绿色建筑项目 2 处、星级酒店 2
家。并引进嵊州市城镇有机更新项目——西城
美院商贸综合体，不仅提升了甘霖人的生活品
质，也将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切实增厚民生福
祉。

以越剧为灵魂
擦亮文旅名片

婉约音韵，越乡风情。去甘霖戏台边听一
曲柔美浓酽的越剧，是很多人对甘霖的最初体
验。

甘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城镇，有“万年
文化小黄山、千年剡溪唐诗路、百年越剧诞生
地”之誉。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近年来，甘霖
镇深挖文化内涵，将原先具有越剧特色的乡村
零碎节点“串珠成链”，打造出一个完整的文旅
体系，既振兴了乡村产业，又促进了城镇文旅产
业发展。

甘霖镇施家岙村，是中国女子越剧的发祥
地。为把越剧特色文化传承好、发扬好，留住乡
愁，近年来，甘霖镇以创建“乡村振兴先行村”为
契机，充分利用施家岙地处“越剧寻根人文观光
带”与“小乌溪江自然风光带”交汇处的资源优
势，努力探索发展路径。

通过“十姐妹”街业态打造、青山湾宿集建
设和特色文创产品开发，将施家岙村建设成为
新时代“旅游网红村”，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
时，组织开展多场“越剧溯源施家岙”品牌研学
活动，为游客和戏剧爱好者提供原生态田园式
的戏剧体验。

作为越剧发源地的甘霖镇，这里不仅有女
子越剧发祥地施家岙村，还有越剧诞生地东王
村、落地唱书发源地马塘村⋯⋯被誉为“没有围
墙的越剧博物馆”，更像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湖
泊，将富乐于民的甘霖镇映照得璀璨夺目，铸就

“灵秀出莺唱，喜怒成隽永”的越乡人文之美。
“既有‘最忆乡愁’的美丽乡村，又有‘独特

韵味’的高颜值高品质现代镇区，生活在甘霖真
的是太幸福了。”这些年，甘霖镇人居环境从

“形”到“魂”的蝶变，甘霖人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

（图片由嵊州市甘霖镇提供）

甘霖镇：从“形”到“魂”书写富乐城镇新篇章
孙金良 崔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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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换新颜，魅力新城显芳华。

嵊州市第一大镇——甘霖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是城镇建设全域提升的“宜居小城市”，更是营商环

境显著提升的“创业新乐土”。这是甘霖镇给人的最初印象，顺着这一印象，笔者了解到，近年来甘霖镇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锚定“嵊州副中心、富乐示范地”的目标，以“特色产业创新高地、文旅融合越剧名镇、生态宜居幸福城市”功能定位，打造“经济

结构大升级、城乡建设大发展、特色文化大彰显、民生福祉大改善、治理能力大提升”的富乐甘霖。

由此，一幅从“形”到“魂”书写富乐的幸福画卷在甘霖这片越韵缭绕的沃土上徐徐展开⋯⋯

幸福甘霖

甘霖镇发展“大产业”，建设高水平“富乐甘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