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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6000 万元！日前，位于余姚市大
岚镇的姚江源头提升改造项目有了新进
展。该项目以姚江源头为轴，串联沿线旅游
节点，将姚江源头打造成为自然生态景观廊
道、人文民俗风情廊道、休闲度假旅游廊道、
富民惠民产业廊道。

地处四明山之心的大岚镇，是姚江、曹
娥江、奉化江三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这里
有青山，有绿水，合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所有元素。但对于守着这片青山
绿水的大岚镇山民来说，地处姚江源头的
家乡，静卧深山，路远且险，曾经也为生计
犯愁。

如何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
现共同富裕？大岚镇以资源要素配置为重
点，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助推经济提质
增量发展。

一年四季，这里的山脉色彩缤纷，有绿
色茶园、红火枫叶、粉色樱花、橙红柿子⋯⋯
近年来，大岚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化资源

要素配置，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经济优势，大力发展以生态农业、乡村旅
游为主要内容的绿色经济，相继推出了“不
二谷”“明心谷”“四窗岩”等重点旅游项目，
形成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农旅融合的乡
村休闲旅游发展新格局。

在大岚，农村变景区、农民变老板，原本
沉睡的绿色资源，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发
展的资本。2021 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但大岚镇旅游产业仍逆势增长，全年
接待游客 84.2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1.01亿元。

“以前我们这里的人都往外走，现在村
子更美了，游客来了，收入也增加了，当然还
是留在家乡好。”家住在大岚柿林村的沈先
生尤为感慨。说话间他用手一指，只见满眼
苍翠、郁郁葱葱。

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也吸引了更多的
乡贤反哺家乡。眼下，大岚镇拟建设一个具
有大岚特色的乡贤馆，打造成为乡贤活动载

体，为回乡探访、投资的乡贤提供一个家。
大岚新乡贤沈岚岚投资的“不二谷”旅游综
合体，融观光、民宿、有机农业为一体，其有
机生态基地生产的蔬菜广受好评，销往上
海、杭州等大城市，对山区生态农业的发展
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一边要守护好这一方青山绿水，另一边
又要发展富民产业。大岚从深化生态护绿
着手，寻找附加价值高、可持续性强的产业
进行转型，破解发展制约瓶颈。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黄家庄村
建起香榧林基地，一亩香榧林年产值能达到
数万元；柿林村的一个中药材基地种植了一
味名叫“千层塔”的中药，种上七八年亩产效
益有 20 万元⋯⋯利用林地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岚镇努力探索可替代花卉苗木产业的

“一亩山万元钱”种植模式。
依靠一片茶叶，富裕了一方百姓。去

年 大 岚 镇 春 茶 产 量 达 226.6 吨 ，产 值 达
2831.5 万元，同比增加 189.1 万元。连续

17 年，一年一度的“神奇大岚”茶文化旅游
节越办越红火，让大岚茶叶走得越来越
远。

因地制宜实施生态修复带来新的发展
面貌。从“高山台地之最、诸水之源”的美
誉，到“中国森林氧吧和姚江源头生态保护
提升”的实践；从“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荣誉
称号，到一张“茶香柿意”金名片的打造，大
岚生动演绎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故
事。

接下来，大岚还将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推动吊红品质提升，引进太秋甜柿等新品
种，同时扩大柿子酒世博会金奖效应，推动
宁展柿子酒研发展销中心建设，该中心占地
7亩、总投资约3000万元。

生态筑梦，让发展可持续；产业赋能，为
振兴添动力。大岚镇“经营”乡村，让“绿色”
成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资源配置成为高
质量发展最足的底气，一幅产业兴、生态美、
乡风淳的新图景愈加清晰明朗。

余姚大岚：加强要素配置 山中逐梦“绿富美”
仇 欢 殷 明

仇 欢

余姚市大岚镇位于浙东四明山之心，既是“高山台地之最、
诸水之源”，又是文化交融的唐诗驿站，更是四明山抗日革命根
据地腹地，拥有“中共四明山第一支部旧址”“丹山赤水”“四窗
岩”等众多名胜遗迹，先后被评为浙江省旅游强镇、4A 级景区
镇、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省级样板等。

近年来，大岚镇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生态保护加压、产业
竞争加剧、共富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积极谋划落实“生态立镇、
旅游兴镇、产业富镇”发展战略，以“文旅型”美丽城镇省级样板
创建为抓手，因地制宜优化生态配置、产业配置、资金配置、项
目配置，进一步挖掘并激活了以“中国森林氧吧和姚江源头生
态保护提升”为代表的绿色基础，以“中共四明山第一支部等革
命历史和‘丹山红’全域党建品牌”为代表的红色基因，以“基础
设施增强、农文旅融合增强、民宿集聚增强”为代表的金色动
能，以“王阳明祖居地文化、耕读传家民俗文化及第九洞天道家
文化”为代表的古色神韵。在发展图景上，逐步形成了四明之
窗百里红诗路“一轴引领”，四明山省级度假区核心区和集镇文
旅街区“两心辐射”以及全域五片区错位高质量发展的新态
势。山区农民收入持续提升，环境品质不断改善，精神高地逐
步抬升，安全和谐更有保障，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在高质量发展
中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先行的山区新路。

访余姚市大岚镇党委书记胡建

激活本土资源要素
探索山区共富新路

青山秀美，绿水缠绵，山中泉水潺潺，山
下古民居错落有致⋯⋯走进象山茅洋欣赏
山水美景，体验特色民宿的省内外游客依旧
络绎不绝。

眼下，象山茅洋乡白岩下村“大地迷
宫”景观项目建设提速，农户忙着为即将打
造的加油冲鸭、迷阵寻趣“玉米宫”等景观
做着各项准备工作，规划蓝图正逐渐照进
现实。

“我们今年将对白岩下村大地景观进行
‘美颜’升级，计划流转 205 亩土地，总投资
约 2400 万元。”茅洋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位于仙岩景区主入口处，未来配合网红
景点玻璃栈道，将展现出更加美丽和震撼的
视觉效果，同时也将为全乡旅游经济发展和
招商引资增添新活力。

作为象山环蟹钳港共同富裕样板区建

设的主阵地之一，该乡一直高度重视环蟹钳
港区域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以文旅融合构
建了茅洋乡村体验的新空间。眼下，除了

“大地迷宫”，花墙火龙果农旅体验基地、蟹
钳港海花里滩玩中心、洋岙山“蟹逅钳缘”等
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这几年，文旅融合不断出圈、出彩，让
“特色”变成乡村振兴的“亮点”，茅洋乡打造
了一幅幅各具风格的美丽新画卷。

利用当地山水资源，先后形成海景玻
璃栈道、乡村欢乐世界、滩涂赶海乐园三大
核心景区，以市场化运作模式整合旅游资
源，拓展、策划旅游路线 12 条，开发了旅游
文创产品 12 类。这些花样频出的新业态、
新产品、新模式，让游客在茅洋乐享多元度
假生活的同时，带动当地群众迈向共同富
裕。

从美丽乡村到特色景区，奏出了全域共
融的“交响曲”，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流
量”。成功引进总投资 3 亿元的茅洋国际乡
野俱乐部、花墙农旅综合体验园以及粮仓非
遗竹创体验馆等重点项目，进一步丰富乡村
产业结构。此外，按照“高端民宿精品化、中
端民宿多元化、低端民宿规范化”的发展思
路，策划推出“民宿+”系列产品，积极探索乡
村民宿差异化发展路径。

2021 年，茅洋全乡共接待游客 123.1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4 亿元。这组数字见
证了文旅融合迸发出的内生动力，赋予乡村
振兴以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长远的发展。

从产业美到善治美，茅洋乡积极打通基
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村民说
事”品牌，有效推动村庄发展，矛盾纠纷有效
处理率超过90%。强化数字化改革，大力发

展智慧旅游、数字文旅，开展游客数量、停留
时长等各项数据实时监测，稳步落实茅洋

“码上行”项目，实现“吃玩住行”一码通。持
续深化“三权分置”制度市级改革试点工作，
盘活闲置农房、宅基地 137 亩，颁发“三权分
置”不动产权登记证7本、农户不动产簿892
宗。

此外，为打造生活美，不断提高群众幸
福感、满意度，茅洋乡开展配套设施提升行
动，巩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大幅改
善集镇与乡村的面貌、公共设施、管理秩
序，提升城镇品质，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

接下来，茅洋乡将加快打造“海天一色·
美丽港湾”旅游目的地示范区，为成为“潮隐
西海岸、共富样板区”的示范窗口而努力，合
力迈向共同富裕。

象山茅洋：文旅融合擦亮共富底色
仇 欢 陈雨露

夏日雨后的宁海跃龙街道望府楼山的
千亩茶园出现云海景观，沿着十里风车路行
进，眼前出现一幅美丽的茶园云海图。

山脚下，与高山云海呼应的是下枫槎村
新建成的仿古凉亭、音乐喷泉，小桥流水，好
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新农村建设很有特色，
品茶、听音乐、赏美景，让我感受到一次与众
不同的茶文化之旅。”不久前的一次下枫槎
之旅，让宁波市民张女士赞不绝口。

下枫槎村所属的望府是跃龙街道三溪
汇流入海口处的第一个行政村。谁曾想到，
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良好，文化资源丰
富，但在一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藏在深闺”的
村子。

去年 8 月，下枫槎村开展村庄环境大整
治，并引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
志强团队和多位“乡建艺术家”驻村，依托望
府楼山优美风景和望府茶主产区等优势，推
出望府茶飨、自在曲水 IP，以茶廊、茶学、茶

史、茶艺、茶宿、茶美为内容，发动村民自己
动手改造村庄，打造茶文化艺术村。自从丛
志强教授团队进村后，村里废弃的房子被改
造成蜂巢乐园、破败的围墙粉刷一新、高高
的电线杆套上了“奶茶杯”⋯⋯不少村民也
变成了“乡建艺术家”。

从无人问津的城郊乡村到远近闻名的
城市后花园，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随着
艺术振兴乡村的持续推进，“美丽颜值”正逐
步转变为“发展产值”，下枫槎村建成了“阿
拉崖谷奶茶杯”“巾帼茶席”“生生不息”等艺
术节点 17 个，培育出青枫蜜茶、“老十堂”养
生姜膏、枫槎手作、枫铃屋糕饼、奶茶乡村产
业项目5个，总投资超千万元。

前不久，下枫槎举办了“望府茶飨”文化
节，设置了本地特色望府绿茶、望府白茶、望
府红茶茶席。当天，“田也甜品店”开业，以
望府茶为原料的奶茶吸引了众多游客。“开
张第一天就卖出了 300 多杯。”村民陈梦霞

欣喜不已，艺术“变现”让村民更有信心。
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

水”，发挥艺术振兴乡村在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这是跃龙街道大
力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15 个行政村和 15 个社区，跃龙街道辖
内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市。过去重点在
城市，乡村发展是短板。立足城乡发展不
平衡问题，今年初出台的 1 号文件《跃龙街
道村级工程奖补暂行办法》和《关于艺术振
兴乡村“村民赋能行动”扶持暂行办法》，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打造城市后
花园。

明确了打造方向，望府下枫槎村艺术振
兴乡村、双溪体育休闲小镇、白溪沿线景观
工程（水利实施）、兴海路南门大桥至双溪绿
道和双溪至水车上明桥绿道连接线、青少年
足球训练基地 5 个项目，串点连线成片打造
休闲娱乐精品线。

辛岭片抓住西改契机谋划打造绿色生
态精品线。辛岭片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
景观，特别是水资源丰富，上游有百亩洋亲
水平台，废弃发电站变身新晋网红点；下游
有白龙潭洋村白龙泽民传说的历史文化、登
山步道的自然生态。抓住高速西改契机，优
化交通道路，谋划金水路西延，提升配套设
施，打造生态“龙潭乡愁谷”。

白峤片致力打造产业活力精品线。加
快雪坡中小企业集聚区建设，以白峤村试
点建设美丽乡村，谋划白峤至水车沿溪下
白线，与水车片互补联动，与越溪相向发
展。

乡村振兴，始于颜值、源于发展、成于可
持续。可以想象，跃龙街道的乡村未来图
景：一栋栋农家新居焕然一新，一个个产业
项目蓬勃发展，一张张村民幸福笑脸灿烂绽
放，一条条道路通向美好生活，奔向共同富
裕。

宁海跃龙：以艺术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仇 欢 华建平

仇 欢 陈益坚

当下，茅洋已经成为象山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近年
来，茅洋乡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围绕“全域旅游”这一主题主线，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一点一滴的“量变”，
推动全乡发展“质变”。

一是做强规划变量。创新规划了“全域段、全时段、全龄
段”的旅游蓝图，围绕“一核五带多点”布局，分散建成海景玻璃
栈道、乡村欢乐世界、滩涂赶海乐园等核心景点，策划推出了亲
子研学、生态观光、红色党建等半日、一日、多日游产品线路，全
面覆盖了“老中青幼”等各个年龄群体，切实丰富了“男女老少”
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做大资源存量。茅洋既拥有山、田、水、海等种类繁多
的自然资源，也拥有农民画、竹根雕、红色教育等丰富多样的文
化资源，更丰富了“国资+民营+能人”等多种组织形式的人力资
源，为全域旅游跨越发展夯实了资源基础，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是做优众筹增量。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发展
思路，持续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优化提升“全域旅游+集体经济”
发展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公司+村民+金融”的众筹发展模
式，开设了象山首个国资背景的旅游公司，众筹建成了象山首
条海景玻璃栈道，白岩下村、银洋村实现了连续分红，为全域旅
游提供了新的底色。

未来，茅洋乡将紧扣环蟹钳港统筹保护和开发利用，扎实
推进“潮隐西海岸、共富样板区”151 攻坚行动计划，创新打造

“党建+”系列品牌，为建设“海天一色·美丽港湾”旅游目的地示
范区而努力。

访象山县茅洋乡党委书记齐海燕

以全域旅游“量变”
推动共同富裕“质变”

仇 欢

城乡美美与共、生活蒸蒸日上、产业生机勃勃的宁海是乡
村振兴的美丽样本。由15个行政村和15个社区组成的跃龙街
道由于区域的特殊性，在过去乡村振兴工作并不突出。自去年
开始，以下枫槎村为艺术振兴乡村的首个改造试点，发挥了紧
贴城市近郊的优势，引入网红时尚产业，在乡村节点上打造创
富发动机，把创富的机会送到家家户户去。

接下来，跃龙街道将聚力乡村振兴，补齐发展短板。整
合各方资源，谋划启动下枫槎村“村宝创业季”活动，以高
含金量的跃龙街道环境整治和艺术振兴乡村“村民赋能行
动”两个扶持举措，激发 更 多 村 民 参 与 到“ 艺 起 富 ”中 来 ，
升级更多村庄闲置空间打造成为网红店集群，首批 18 个
创业空间已启动打造。

关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脚踏实地
久久为功方能“步稳”。为了推进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探索成
立强村运营公司、引进品牌运营商，加大投入力度，把望府村打
造成茶文化艺术村、“宁海珍鲜”品牌村、共同富裕示范村。

另外，党建引领、以点扩面。望府村为核心与跃龙南部其
他3个行政村，共组“美丽蝶变”党建联盟，推进艺术在跃龙振兴
更多乡村、点亮更多社区，为建设现代化“双优”新宁海增添更
多跃龙蝶变之美。

访宁海县跃龙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智友

发挥近郊优势
补齐发展短板

做强“花经济”绽放新活力 章勇涛 摄

大岚镇眠床岗茶园 郑奕训 摄

茅洋乡村欢乐世界景区 （茅洋乡供图）茅洋乡村欢乐世界景区 （茅洋乡供图） 宁海望府楼山千亩茶园的风车云海 （跃龙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