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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花如海，向阳开”。近
日，鄞州区姜山镇农业公园的 30 亩向
日葵进入盛放期，吸引不少居民游客拍
照打卡。阳光下，一朵朵金黄的向日葵
像一张张向阳而生的笑脸，展示着姜山
的田园魅力。

姜山素来是农业强镇，种粮面积
10.4 万亩，产量约 9360 万斤，种粮面
积 和 产 量 居 全 省 各 镇（街 道）第 一 。
油菜花、紫云英、向日葵、稻花香，以
及时不时点缀在田野间的一丛丛格
桑花⋯⋯每一季的田园风光都刷屏网
络，形成了狮山、走马塘、景江岸、新张
俞、甬江、蔡郎桥、陆家堰 7 个多彩农
业美丽田园示范基地，这也成为姜山
的流量“密码”。

作为城和乡的纽带，城镇是全面激
活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姜山镇党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点，就
是扎实打好乡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
基础。近年来，该镇积极探索、把握主
动，紧紧抓住未来社区、未来工业社区、
未来乡村这三个“未来”新机遇，让辖区

全域生态环境、群众生活、人文精神、产
业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全力打造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田园城市。

乡 村 建 设 首 要 落 脚 点 就 是“ 幸
福”。在姜山未来社区核心 17 号地块
施工现场，多台装载混凝土的车辆穿梭
其间，桩基施工机械正在紧张作业，现
场一片繁忙。而 18 号地块也已经出
让，核心 20 号地块具备出让条件。作
为城乡交汇点的姜山镇，未来社区的建
设成为其有机更新的一个标志，“打造
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新时代水乡
未来社区，探索一条原生文化下的产、
城、人、文协同发展新路径”，这是姜山
未来社区的设计理念，也是姜山未来发
展的有益探索。

城市的焕新，绝不止于此。今年以
来，姜山陆续开展棚改安置房工程（一
期）续建、中心路南段道路新建、托育服
务设施建设、学校扩建⋯⋯一天一个
样，一月一个景，姜山镇城镇建设跑出

“加速度”，城镇面貌万象更新，努力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活环境整洁优
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一幅“治水惠民图”在姜山徐徐
展开。近年来，姜山持续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打造生态环境良好、农田
景观别致、人居环境提升的美丽乡村，
构建起一条全长约 30 公里的稻香鄞
南·美丽乡村风景线。同时，姜山将全
域调度、溯本清源作为域内水环境质
量提升的主抓手，将联防联控、公众参
与作为水岸生态治理的落脚点，充分
融入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居住环
境美化。

“原先这里总是又脏又臭，如今味
道没有了，水质也好了。”周韩村村民
看着清澈的河水，竖起大拇指。原来，
周韩东河是奉化江的一条重要支流，
但是其沿线经过周韩村居民聚集区和
企 业 厂 区 ，因 此 水 体 经 常 受 污 染 。
2021 年 4 月，姜山镇启动周韩东河水
质提升项目，有效缓解了水体富营养
化的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姜山正在把美丽乡

村向幸福乡村升华，让农村居民共享发
展的果实。今年以来，统筹提升镇文体
中心及基层公共文化场馆，构建“15 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翻石渡多功
能运动场、奉先桥百姓健身房等嵌入
式体育新空间；举办“春之声·稻田音
乐诗会”“斯巴达”勇士赛等大型文体
活动⋯⋯姜山镇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体
育事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打造文体
活动丰富、文化资源多样的幸福乡村。

农文旅融合串珠成链，人文荟萃的
美丽姜山尽展眼前。走马塘古村引进
荷塘咖啡等新业态；茅山有天一阁主人
范钦陵墓、普安寺、乡村简易师范学校
等遗存；新张俞村围绕小提琴音乐馆做
好“文章”⋯⋯一条串联起茅山、甬江、
新张俞、走马塘、沈风水等村的文旅线，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农村产业红
红火火，带动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灯火璀璨的夜景、颇具特色的街
巷、一望无垠的田野⋯⋯未来，从城市
到城镇再到乡村的美景，“姜山如画”将
一一呈现。

鄞州姜山：三个“未来”引领打造现代田园城市
仇 欢 余 璐

灰瓦褐檐深弄的“正蒙学堂”、五
桂楼，熙熙攘攘的大糕非遗文化一条
街，千年汪巷“状元村”，浙东(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白水冲瀑布、羊额
古道⋯⋯在四明山北麓、面积为 94.48
平方公里的梁弄镇，村村是景，俯仰皆
画，恍若置身一幅“红色、绿色、特色”交
织的画卷之中。而正是这一幅“三色
图”，藏着革命老区梁弄镇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密码。

梁弄镇作为全国 19 块抗日根据地
之一，曾经偏居一隅与资源匮乏是发展
振兴的最大“掣肘”，如何破题？

梁弄镇紧紧抓住“红色根脉”和“绿
色基因”，努力将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有力拓展出“红色、绿色、特色”三大经
济发展空间，并以整合融合为支撑，构
建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推
动产业发展高质高效。

红绿搭配，对于梁弄来说，是优势产
业，也是特色产业。多年来，梁弄镇着力
保护开发红色资源，制定《四明山红色旅
游实施规划》，累计投入资金 3 亿多元，
对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旧
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址等
20余处抗战旧址开展保护性修缮，最大
程度还原旧址的“革命气息”。同时，改
造提升旧址群周边环境，新建游客中心、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配套设
施，不断改善红色旅游发展环境。

通往梁弄的山间公路，直且敞，青
山绿水间，每天都有数十辆大巴车往
来，载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全镇年
均接待游客超 160 万人次。红色旅游
带来的客流，还带旺了梁弄酒店、民宿、
土特产等产业发展。如今，辖区相继建
成了四明湖开元山庄、蝶来·紫溪原舍，
以及精品民宿壹周·稻田里等高品质酒

店，全镇民宿32家、农家乐76家。
如今，梁弄镇已成功创建为省 4A

级景区镇、宁波市第一批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及宁波市乡村全域旅游示
范区，全镇 17 个行政村均创建为省 A
级景区村庄，其中 3A 级景区村 2 个、
2A 级景区村 7 个。红配绿的加持下，
一系列重大项目纷纷落子梁弄，催动老
区迈向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步子更
稳健。

在横坎头村和汪巷村交界处的一
块空地上，施工人员驾驶挖掘机，一边
对空地进行清理，一边铺设管道。该
镇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处空地
占地约 11 亩，已被列为对外招商地块，
目前正在加紧做好土地平整和周边配
套设施建设等前期准备工作。而在这
块招商地块的周边，投资 1.5 亿元的浙
东红村旅游综合体项目今年正式开

工。该项目对标 5A 级景区，将引进
AR/VR 等创新技术，扩容红色展馆，
大幅提升景区的旅游承载和服务能
力，成为四明山区打造年游客量超千
万人次休闲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撑。
投资 4.5 亿元的“田野·横坎头田园综
合体”投运 1 年来，已先后承接培训、会
议 5 万多人次，净收入超 100 万元，建
成百果园、紫溪农场、大溪农场等休闲
农业观光采摘基地 10 余个，培育家庭
农场 20 余家，今年 1-5 月实现观光农
旅收入超 6000 万元。

数据显示，去年，梁弄镇实现农村
经济总收入70.15亿元，同比2017年增
长 2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42512 元 ，同 比 2017 年 增 长
61.4%。全镇 17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全部超 100 万元、经营性收入全部
达到15万元。

余姚梁弄：“红土地”上绘制发展“三色图”
陈 醉 郑宇凯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这是画亦是诗，是象山黄避岙真实
的美景。

从象山港大桥北下高速，便到了素
有“斑斓海岸”美誉的黄避岙乡，这里三
面环海，南邻西沪港。夕阳下，帆影点
点沐浴着余晖；空气中，淡淡的鱼鲜夹
杂着花草的清香。一年四季，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在这里体验耕海牧
渔，踏浪而歌。

黄避岙海岸线长28.6公里，拥有万
亩的优质滩涂，这里的乡村，有着海湾、
滩涂、山水的自然底色，天然有美的基
因。几年前，一条“斑斓海岸”文明示范
线以高泥、白屿、骍角岙、沪港等 4 个沿
海村庄为主线，把黄避岙独特的山海资
源禀赋串点成线、连线成面，为打造“渔
牧风情”港湾门户之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条看得见大海、闻得到海
味、尝得到海鲜的海岸线，休闲、观光、
体验的开发理念，对古老渔乡历史人文
资源的挖掘、梳理和展示，深度打开了
黄避岙乡村的大门。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
活愿景，也是推进乡村建设的应有之
义。去年以来，黄避岙乡围绕“三清三
美”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打造生态转化走在前沿、生态文明
深入人心、乡村治理智慧有效、乡村环境
优美怡人、基础设施完善便利、公共服务
城乡一体、文旅融合美丽经济的共同富
裕样本。精品示范不断涌现，建成市级
美丽乡村风景线，创建全国文明村1个，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1 个，市级“改旧”
示范村1个，市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特

色村7个，实现市级卫生村全覆盖。
其中变化最大的要属龙屿村，该村

全力推进乡村建设，通过立面改造、老
房修缮、违建拆除、管线埋地以及拓宽
村庄道路、修缮文化广场、打造特色景
观、建造旅游厕所、规划停车场地、升级
基础配套等方式，梳理汇总环境综合整
治薄弱环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现在的龙屿村，有山有湖有长廊，
有亭台楼阁，有登山步道，还有各种游
乐设施。从“交通末端”到“桥头堡”，从

“犄角旮旯”到“名声在外”，龙屿村蜕变
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生态文明、文化古
韵并存的特色新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浓郁的渔乡风
情，让四方游客一见倾心，乡村旅游风
生水起。目前，以沪港村滩涂乐园、湖
头新村精灵谷、黄避岙村高登洋茶山、

高泥村里海荷塘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体
验景点和旅游业态遍布全乡，黄避岙全
乡景区村庄占比达50%。

西沪港周而复始的潮水涨落带来
了美景，更为黄避岙的经济发展带来了
无穷的动能。黄避岙正在积极打造农
渔业和旅游业发展的新业态。一方面，
发挥本地特色渔牧产业，探索产业链延
长、农渔旅结合等发展模式，打造海洋
科技研学、渔牧休闲体验基地。例如黄
鱼产业，通过建设黄鱼加工厂、黄鱼科
技馆，举办黄鱼风情节等模式，打造特
色 IP。另一方面，整合山海资源，创新
旅游模式，营造滩涂运动、海上康养等
新消费场景，升级全域旅游，打造“长三
角海湾微度假目的地”品牌。农旅“双
向奔赴”化美丽为生产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促进全民共同富裕。

象山黄避岙：打造“斑斓海岸”建设富美乡村
仇 欢 王 琮

王 波

乡村振兴要抓牢两个关键点。
一是产业振兴。姜山要充分发挥

工业基础雄厚、农田资源丰富、地理位
置优越的优势，紧扣产业转型升级的
目标，做强现代种业和农文旅融合新
兴主导产业。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为
导向，高标准建设现代种业公园，增强
核心种业研发能力，打造一批设施化、
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制种基
地。以走马塘未来乡村建设为切入
点，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

“文化深耕”模式，挖掘提炼走马塘进
士文化，开发进士衍生农产品、文创产
品，利用村集体和村民闲置资源，发展
进士主题民宿、农家乐和研学基地。

积极开展稻田音乐节、草垛节和稻米
节等乡村节庆活动，传承民俗文化，带
动发展农事体验和乡村文体经济。

二是人才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
人才，没有人才的支撑，乡村振兴就是
一句空谈。要通过环境提升、设施完
善等一系列措施，让更多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干得好。村干部是乡村振兴
的领头力量，我们计划通过组织业务
培训、外出考察交流等方式，培养一批

“冲锋在前、眼界开阔、思想解放”的村
干部，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发展新型产
业，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模范典型。
村民是乡村振兴主体力量，我们要激
发村民的干劲，建立完善产业和村民
的利益链接机制，村民有信心、有干
劲，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访鄞州区委常委、姜山镇党委书记谢功益

产才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访鄞州区委常委、姜山镇党委书记谢功益

产才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陈 醉

“十四五”开篇，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落在浙江。在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 1.94 的浙江，深
藏于大山腹地、曾为新中国洒热血的
革命老区，做好与共同富裕美好愿景
同频共振这篇文章，是关键。

梁弄镇作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
之一，是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
指挥中心所在地。如今，梁弄镇正通
过“红绿融合”推动共同富裕，全力建
设全国革命老区新时代共同富裕样板
镇、全国乡村振兴样板镇、新时代党建
样板镇。

“三个样板镇”环环相扣。一方面，
梁弄镇守护着一方“红色根脉”和“绿色
基因”，有力拓展出“红色、绿色、特色”

三大经济发展空间，构建出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成为老区通往
共同富裕的“船”和“桥”，一幅从“绿起
来”到“富起来”的高质量发展场景扑面
而来。另一方面，梁弄镇顶层设计《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推动乡村
实施百余项民生实事工程，重塑乡村

“里子面子”，“一村一幅画”的乡村振兴
图正徐徐展开，吸引了诸如“大茗谷旅
游度假区”、横坎头田园综合体等一大
批文旅项目参与壮村富民工程。

筑 牢“ 红 色 根 脉 ”，强 壮 发 展 根
基。如今，梁弄镇9个红村还突破行政
村区域边界，开展公司化、规模化运
营，党建共商、事务共管、资源共享、难
题共解、活动共办、发展共促，推动实
现区域融合发展、共同富裕，也赋予了

“三个样板镇”建设崭新的内涵。

访余姚市梁弄镇党委书记李军

高质量建设“三个样板镇”

应 磊

今年，黄避岙乡将打造斑斓海岸
2.0 版作为重点工作，从 3 个方面来提
升。首先是做好环境提档，持续推进

“三清三美”、岸线整治，精准提升海湾
岸线景观品质；然后做好产业配套，通
过南铂酒店等项目建设，为海洋运动
文化产业体系建设打好坚实基础；最
后做好文体旅融合，将海洋运动、渔牧
文化、休闲康养等体育文化元素与乡
村旅游相整合。

黄避岙将抢抓海洋时代、亚运时
代等重大机遇，多元发展现代农渔产
业，擦亮做强旅游品牌，铺开 3 条产业
带，聚力打造“渔牧风情”港湾门户之
乡，奋力迈向共同富裕。

打造海洋运动产业线。依托斑斓
海岸文明示范线，通过开展斑斓海岸
马拉松、滩涂运动会、滨海骑行等一系

列的海洋活动赛事，引入滨海休闲自
行车骑行项目，打造集大型赛事、休闲
运动、滩涂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海
洋运动新消费场景。

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线。大力培育
乡村新产业，打造斑斓海岸七彩晒场、
茶文化康养基地、田园亲子研学乐园
等精品旅游新节点，推出“西沪三宝”、
黄鱼鲞、茶叶等农旅新产品，深化直播
带货、短视频推广、平台销售等营销新
模式，将农渔产业、休闲旅游、康养运
动、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进行深度融
合，促进生态价值转换，不断把美丽风
景转化为美丽经济。

打造精神文明示范线。在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同时，加强文明乡风建设，
发挥文化礼堂、西沪讲堂、道德长廊等
阵地作用，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满
足感，形成与斑斓海岸渔牧文化相得
益彰的精神风尚。

访象山县黄避岙乡党委书记吴立

做精做靓斑斓海岸“IP”

姜山镇田园城市新貌 俞爱民 摄

梁弄镇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谷志锋 摄 黄避岙乡的诗画田园 （黄避岙乡供图）

乡愁绿道，景美如画。（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图）

基层奋斗者说

韩岭老街历史文化街区 (鄞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