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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印象里，乡村可以找回乡愁，

而在青山村，还可以遇见未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的青山村，

原本是个典型山村，面临着空心化、产业

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直至借助保护龙

坞水源地的机遇，黄湖镇打破了僵局，开

始吸引年轻的新村民，形成了年轻人才逆

流乡村的新变化。

而此时，黄湖镇已谋划起后半篇文

章——如何将青山经验迭代升级，复制到

全镇？如何让年轻人才留下来，让新老村

民在互动中共建未来乡村？

“这个答案就是，要让黄湖成为能让

人安静生活的地方，更是能让人沉心做事

的地方。”黄湖镇党委负责人说。

思路与实践一以贯之。从2020年启

动“未来乡村实验区”改革开始，黄湖镇打

造了未来村居、未来村业、未来村文、未来

村治、未来村民五大场景。近一年里，该

镇更是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特

色做法——设立未来乡村议事会，建立村

民义务日机制，探索“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来做”；实施

“自然好邻居”计划，鼓励村民利用闲置房

屋发展农家乐、民宿及手工艺培训等服务

业；成立“善美青山”社区基金会，联动“青

山同心荟”、乡贤及社会资源，融入乡村基

层治理；上线“善美青山”小程序，以数字化

改革驱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制度重

塑⋯⋯

人间青山，烟火黄湖。在迈向共同富

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征程里，凝

聚黄湖特色的未来乡村正逐步成型。

做深“自然好邻居”
让产业红利普惠家家户户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中，建立强村
富民发展共同体是未来乡村产业振兴的抓手。
这个共同体如何建？青山村选择了以生态资源
入股。

生态资源入股从保护一滴水开始。2015
年，黄湖镇在大力保护龙坞水源地时，将水源地
周边整治与保障村民利益统筹考虑，联合大自然
保护协会及其伙伴创建了善水基金信托。自此，
水库周边的 43 户农户在日常生产收入的基础
上，通过毛竹林地流转和参与水源
保护项目，又分别新增收入。老
百姓增收的同时，水源地水质
得到极大提升。

很快，以善水基金撬动
乡村向善发展的模式进
一步升华，“自然好邻
居”项目诞生了。“我
们想要鼓励更多的
村民，养成环境友
好型的生活经营方
式，同时也能共享
更多的产业发展红
利。因此，我们联合了
青山村村委和‘青山同

心荟’一同发起了‘自然好邻居’项目。”黄湖镇有
关负责人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年过六十的潘梅珍是位
地道的本地村民，家中有 4 间闲置房。自参与

“自然好邻居”项目后，潘梅珍家中的闲置房被改
造成民宿。每间房每接待一晚，她可增加收入
120元。而如果希望收获更多的客流，她需要遵
守水资源保护、不使用一次性制品、垃圾分类等
规则，参与村庄治理工作。这些行为会被量化为
绿色积分档案，也成了评定星级家庭的依据。同
时，村民收益的10%返还至“善水基金”，用于水
源地的可持续保护。由此，村民增收与环境保护
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至此，黄湖镇“以生态资源入股”的文章并
未收尾，转而通过成立余杭绿水未来乡村发展有
限公司、聘请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形式进一步升
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绿水公司有专业
团队，可以承担起盘活村内生态和闲散资源、整
合文旅产业项目资源、开展招商引资、统一运营
品牌的重要任务。”该负责人说。该公司成立后，
迅速搭建起“自然好邻居”产业平台，并上线“自
然好邻居”访客预约和派单系统，实行统一品牌
运营。据统计，参与“自然好邻居”项目的农户实
现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2021年青山村的实践
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三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型案例。

在“自然好邻居”的项目计划中，黄湖镇不放弃
每一位村民。2021年底，黄湖镇针对低收入群体
因无足够资金改造闲置房间，而无法经营民宿、农

家乐的情况，启动“产业共
富计划”、成立“善美青

山”社会基金会。

“有了镇里的支持，低收入的村民可以向余
杭农商行黄湖支行申请低息贷款，‘善美青山’社
会基金会也会提供利息补贴和创业保险。这样
大家都能参与到村里的产业中来。”青山村职业
经理人杨环环说。

近来，绿水公司也正在村民家中收集各类
特色农产品，并邀请融设计图书馆的设计师进行
公益设计，计划以统一的品牌向外推广青山出
品。同时，该公司也正扩大服务范围，从青山村
扩展至黄湖全镇，以产业招商会的形式引进旅游
开发项目，盘活更多村落的闲置空间。

关怀“一老一小”
让乡村共享品质服务

“0到3岁，是孩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农村，不少家庭都会忽视这个时期的教育，将
孩子交给家里老人照顾。但老人的生活方式、教
育方式相对传统，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黄湖镇
党委负责人说。

如何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拥有高品质的教
育？黄湖镇为他们建起了“养育未来”0至3岁婴
幼儿成长驿站，预计到今年6月1日期间开放试
运行。

据黄湖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驿站将重点
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定期走访、摸排黄
湖全镇的婴幼儿家庭底数及需求；另一方面则是
为这些家庭提供专业的婴幼儿照护技能培训，从
而普及、加强婴幼儿家长科学养育意识和能力。

不只是婴幼儿时期，黄湖镇关注的是孩子
的成长全周期。当前，黄湖镇正积极打造乡村
儿童美好教育品牌，通过引入“养育未来”公益
项目，积极探索建设儿童友好研学实践教育营
地，打造出集自然教育、传统工艺、美学教育、
社会实践于一体的“青山学堂”品牌。

自然教育是黄湖镇的特色。每到暑期，青山
自然学校作为公益性的自然教育研究机构，会联
合黄湖镇及社会志愿者一同举办特色夏令营活
动。而夏令营的每一位授课老师，都是来自社会
各界的志愿者。他们中有设计专业的研究生、知
名企业的员工、创意行业的创始人等。他们制定
的课程也十分丰富，既有趣味科学、文化与交流戏
曲体验，也有自然与音律体验、数字体育等。家门
口就能为孩子报名优质夏令营，身为两个孩子的
家长，李艳礼很是开心：“比起自己待在家里写作
业、玩手机，孩子们更想参加夏令营。这里的课程
有趣，而且还有同龄的小伙伴。”

除了关注儿童的成长，黄湖镇也注重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围绕医养结合的初心，黄湖镇打
造了余杭区首家嵌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镇街
级养老服务中心，并分批依次提升改造内部设
施，有效缓解了当地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与此同时，黄湖镇在未来乡村的建设中，也

正在探索老人办事不出村的模式。“核心的思路
就是要将便民服务下延。我们的邻里中心，提供
镇级便民服务项目，可派出代办员帮行动不便的
老人代办业务。”黄湖镇相关工作人员说，“同时，
我们也通过‘善美青山’村民客户端开通邻里互
助服务，帮忙的村民可以获得贡献分和信用分的
奖励。”

培育乡村文明
让村民凝聚向善力量

无论是保护龙坞水源，还是推进“自然好邻
居”项目，又或是在公益自然教育活动中，新村民
与老村民和谐共处、携手共建的画面，在黄湖镇
随处可见。在青山村最早的“新村民”、大自然保
护协会项目经理张海江的眼里，黄湖镇所打造的
未来乡村，和城市一样，是个有许多可能的地方。

这些可能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原因之一是
黄湖镇建立了共商共议机制，让新老村民成为乡
村运营的当家人。每月月末，张海江都会参加
村里的“未来乡村议事会”，与其他村民共商村
庄建设、发展和运营议题。“我们可以尝试依托
村里的自然优势，推出青山农产品和周边文
创，与周边50余所学校和组织合作开展自然教
育和生态体验活动，所有这些收入可以用于支
持水源保护、留守儿童夏令营等公益项目及自
然学校运营⋯⋯”与新老村民一同参与共商的，
还有黄湖镇党委班子。该镇通过党建统领“下沉
坐诊”机制，针对村社的共性问题，与新老村民共
同商讨解决方案，不断深化“三服务”。

共商是为了共建，从而营造出新老村民之
间文明有礼的新气象。

自 2021 年起，黄湖镇围绕“数智赋能文明
实践，未来乡村文明有礼”的主题，推出“善美青
山”场景应用，扎实推进余杭区“文明有礼”基本
单元创建工作。

“在系统开发之初，我们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因地制宜制定了贡献分和
信用分相结合的‘双积分’体系。贡献分可以通
过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方式获取，信用分
主要对村民履行村规民约的情况进行线上评
议。”黄湖镇相关负责人说，“有了‘双积分’，就可
以在‘善美青山’社区基金会进行积分兑换，也可
享受文明授信、贷款贴息等绿色金融政策。”

在此基础下，黄湖镇“善美青山”场景应用
便围绕“双积分”的获取场景推出10余项系统功
能板块，包括了青山声音、未来乡村议事会、帮帮
我吧、垃圾分类、二手集市等。

“善美青山”场景应用的上线，激活了村民
的社会责任感。在村民义务日、修葺节中，大伙
儿自主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相伴
而生的，是未来乡村的“模样”愈发清晰，共同富
裕精神富有的氛围愈发浓厚。

俯瞰余杭区黄湖镇俯瞰余杭区黄湖镇

人间青山 烟火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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