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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十里寿昌江”项目 打开生态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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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乡村沉睡资源
“十里寿昌江”繁华蔓延

下班后的寿昌人，若是恰巧碰见三两好友，便是
会心一笑，走入“909”夜市，嗦上一口寿昌炒粉干，
疲惫的一天就此结束。

百姓知足小日子，折射发展大格局。2017 年，
建德寿昌完成小城镇综合整治，还原千年古镇形态：
古镇老街、水街韵味、宜居环境⋯⋯

唤醒千年古镇，需形魂兼备。古镇的魂，从何而
来？

临时农贸市场的夜市最聚人气，搬进古镇步行
街如何？大胆且令人期待的设想在寿昌镇主要负责
人的脑海中闪过，2020 年 5 月 1 日，“909”夜市开
业，如今，它已成为建德市美丽城镇建设的优秀案
例，成为建德市的一张旅游休闲名片。

站在建德看寿昌，建德市要打造共同富裕示范
区县域样板，因此，寿昌的方案不应只停留在古镇范
围内。

成功有迹可循，繁华向外蔓延。寿昌古镇的成

功出圈，是因为这里唤醒了沉睡资源，处于建设关键
期的“十里寿昌江”农综改项目亦是如此。

在“十里寿昌江”项目的起始处，项目 1 号田驿
站对“十里寿昌江”项目内容有着详细记录：整个项
目涉及寿昌江沿线山峰村、桂花村、大塘边村等8个
村 40.74 平方公里，项目推进过程中，寿昌镇通过以

“资源盘活利用、资产归属清晰、数字赋能治理”等体
制机制改革为先手棋，构建寿昌镇“1+3+X”（1指千
年古镇、3 指山峰村、大塘边村、桂花村，X 指其他村
社）的生态产业发展布局。

在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的推动下，寿昌镇现已完
成 23 个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改革，3.6 万村民成
为股民，各村土地、林地、水体、农房通过确权明晰产
权，在建德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网挂牌交易，盘活了
农村闲置资源。

盘活闲置农田、建设用地只是第一步，如何在广
袤土地上绘好共同富裕的画卷才是关键。截至目
前，在“十里寿昌江”项目中，已遍布农业精品生态
园、千亩高标农示范区、“卧龙峡”漂流、坡地村镇康
养区等从两山资源起步的生态资源整合转化节点。

高质量强链补链
农业全产业链次第展开

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产业高质
量发展被摆在关键位置。

“十里寿昌江”项目沿途遍布的各类节点资源，
是寿昌镇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今年，建德
市提出“党建领富、强链补链、组团发展、整体跃升”
的总体思路便以此为契机，寿昌镇正探索农业产业
资源要素全流程优化、有机联结的产业链组式发展
形态。

重视品种、品质、品牌，链接科技、企业、人才资
源。在“十里寿昌江”项目核心区，一批能补链且能
直接“上链”的主体和项目纷纷落地，不断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形成具有寿昌特色的产业集
群。

从抓生产向抓链条、抓产品向抓产业转变。寿
昌正在其链组之上，探索“研发—育种—生产—服务
—加工—储运—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以实现区域农
产品从田园到餐桌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全部环
节在十里江畔无缝衔接。

“现在农户育苗可以找刘琴农场或睦府农业，
需要服务找干部，加工、储运和销售都有‘下家’，
有专业运营公司进行包装营销，农户农产品‘自

产自销’率达到 75%以上。”寿昌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寿昌镇盛销农业为例，该企业通过将本土
农特产品整装销售，解决低散乱农户储运配送损
耗大、销售难问题。今年以来，盛销农业累计销
售 2000 余万元，带动 50 余户农户亩均增收千元
以上。

乡村振兴，人才是根本。今年 4 月，寿昌镇出
台《农业产业发展扶持细则》。目前，已培育农村
电商企业 45 家、美食师傅 132 人、手工艺人 15 人、
农创客 80 人、农村实用人才 540 人，其中 90 后农
创客（农二代）胥忠良已是建德市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理事，其“绿荷”品牌茶叶年销售额达百万元。

今年 6 月，乡贤翁博成创办的预制菜行业头部
企业麦子妈一期投入使用，年产值可达 7 亿元的麦
子妈，通过食品深加工及线上直播拓宽销售渠道，该
企业的落户，将为寿昌农业带去无限可能。

擦亮共富底色
百姓幸福生活真实有感

农业产业蓬勃发展，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2023 年，距离寿昌 5 分钟车程的建德高
铁南站开通后，区域优势凸显的寿昌预计将迎来新
的发展高度。

从翻开全省美丽城镇建设第一页，到省级农综
改项目落户建德寿昌，浙江对建德人居环境、产业提
升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也对这里给予了
更多期待。

从古镇的点，到全域的面，是寿昌镇激发区域
活力的顺势而为，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势所
趋。对于寿昌而言，高质量推进“十里寿昌江”项
目是寿昌镇探索并展示两山转化通道的抓手与窗
口。

山水资源引流，流量变现富民。如今，在寿昌镇
的农文旅产业蓝图上，区域发展“四梁八柱”日渐明
晰，围绕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链组融合发

展，寿昌镇着力发展农耕体验、研学科普等农业新业
态，瞄准年轻化潮玩客群及“微度假”家庭游客，打造

“人间烟火·自在寿昌”品牌。
想要摸清寿昌镇全域农文旅融合的脉络，可以

沿着“十里寿昌江”生态休闲绿道走一走。
据悉，借助寿昌江流域治理成功打造的“十里寿昌

江”生态休闲绿道环村绕行，总长15公里。
在这里，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转化。“五水共治”

护住绿道沿线生态资源，成为乡旅产业开发有力推
手。

“村里的河道变清、变美了，漂流也搞起来了。
去年我也把家里闲置的房子用来开了农家乐，年
收入增加 3 万元，太开心了。”金桥村李文忠笑着
说。金桥村借助村内一小型水库资源成功吸引社
会资本打造“卧龙峡”漂流，村集体年增收 20 万元
以上，带动村民就业 70 余人，新开农家乐 3 家。同
样是在寿昌江畔的山峰村，利用河道治理打造的

“蝴蝶坝、江心岛”网红点，在“五一”期间吸引游客
1.2 万人，村民光在点位售卖“玉米粿、水晶糕”等当
地美食实现日增收千元。这是一条致富绿道。绿
道两岸，设有休闲服务驿站、亲水娱乐设施，串起
了“八三洪水”红色文化起源地——七里岗、金菇
塔遗址、东汉墓葬遗址、水文化馆等文化资源，以
及高田畈乡野度假区、大塘边亲子休闲区、山峰村
数字农创区、金菇山山地运动区。

这条绿道，同样串联了航空小镇、航头镇、大慈
岩镇等周边乡镇景点。在促进区域农文旅融合、乡
村旅游的产业链上，寿昌镇与周边乡村强链、补链、
延链故事仍在继续。今年，寿昌镇通过引入浙江省
中青旅等专业化运营方，整合辖区“909”特色美食
街、中山路商业街文旅基础，融合温泉浴场、江畔营
地等山水林田资源、青龙头遗址、东汉墓葬群等人文
资源，以及周边建德航空小镇的高空跳伞、热气球等
娱乐资源，形成了《十里寿昌江旅游（研学）产品研究
及运营方案》。“航空+田园”研学游、“漂流+采摘”体
验游、“古村+古镇”休闲游等运营产品陆续推出，今
年暑期还将推出一系列研学活动。一组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期间，寿昌镇共接待游客 8.7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732.6万元。

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村集体经济增收并驶入快
车道。新一轮发展契机面前，寿昌镇27个村社已先
行先试成立强村公司，集体资产入股，直接参与业态
经营。山峰村独资成立杭州山峰农业开发公司，集
育秧中心、烘干中心、农机服务为一体，已收获高标
农种植第一桶金；桂花村尝到卡丁车运营增收 15.4
万元的甜头后，开始探索带动农户投入并分红的致
富模式。

在政府主导、村与民与企多方链组发展模式下，
“十里寿昌江”沿线企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村民
选择“家门口”就业，“收租金”“分红金”“挣薪金”“得
财金”的增值收益优势不断显现。

生活要富足，精神也要富裕。在迈向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寿昌镇成立了乡镇文联，选聘“文艺村长”
扎根乡村助力精神富裕，十里寿昌江畔，“文艺村长”
工作室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勇毅笃行，躬耕不辍。在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
设试点、千年古城复兴试点、杭州首批文旅共富场景
建设试点、数字乡村样板镇村、未来乡村、“十四五”
幸福河、浙江省“微改造、精提升”等项目的落实与推
进过程中，寿昌镇将持续深化改革集成作用，发挥农
村资源最大化效益，激活农村自身造血能力，打造

“文化兴盛、宜居宜业宜游”的未来乡村，为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寿昌经验。

（本版图片由建德寿昌镇提供）

夜幕降临，烟火气从杭州建德寿昌古镇“909”夜市升腾。这缕烟火气，是防疫工作初显成效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喜悦。

归来的繁华，不能只停留在古镇范围内。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里正以浙江省建德市“十里寿昌江”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为契机，以

链组党建凝聚强大发展合力，探索环境提升、产业提质、强村富民方案，打开两山转化新通道。

“十里寿昌江”农综改项目集镇段

“十里寿昌江”农综改项目高田畈区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