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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旅游专线
牵起古镇与乡村联动发展

在梅城，有一辆特别的公交车，车身
蓝天白云、广袤田园的彩绘非常漂亮，“千
鹤一线红旅游专线”的标识也特别吸睛。

“这是不久前我们刚推出的旅游专
线。”梅城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趟公交
专列从早上 6 点始发，途经梅城各大村
庄，一天 4 班循环，“把严州古城景区、鹤
彩乐园、千鹤妇女教育基地、乌龙山、玉泉
寺等重点景区都串联起来了。”

这条旅游专线，并非只承担交通功
能，还寄托着梅城镇提升整个区域文旅景
点联动水平的决心。

“严州古城核心景区客流一直不错。”
梅城镇党委委员胡媛媛说，不少游客来到
梅城，在古镇里逛逛，还会去千鹤妇女精
神教育基地参观，怎样把客人留得更久
点，让游客走的地方更多些，是梅城镇党
委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其实梅城不
仅有一个古城、一座纪念馆，还有灵动的
山水、悠久的古寺、种类丰富的采摘园。”

旅游专线是个引子，为的是把藏在
“深闺”的农旅资源推向前台，实现“游客
互送”，推动城乡农文旅联动发展“一盘
棋”。

通过“绿通通”等十大专项整治行动，
贯通了千鹤、顾家、龙溪、龙泉四村的绿
道，犹如绿丝带，将梅城镇的山水资源串

联起来，一路走过，皆是好风景。
千鹤村的鹤彩乐园二期工程已初步

完工，小型过山车、滑翔伞、露营帐篷等网
红游乐设施，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

顾家村的量子农业产业园亟待开建，
未来将会是一幅原生态的自然农业风光，
并融入民俗活动、有机农业体验、创意农
业、休闲度假、健身养老等业态。

“多种旅游产品组合，产业在‘链’上
发力。”胡媛媛说，“当下是古城客流外溢
至乡村，相信不久的将来，乡村客流同样
也能让古城受益，两者联动发展。”

一个强村公司
抱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千鹤一线红”链组党建所推动的，不
仅是旅游资源的互通互享，在梅城镇党委
政府的推动下，乡村还形成了利益联结机

制，“千鹤一线红”实体化运营公司成立。
该公司由千鹤、顾家、龙溪、龙泉四村

共同成立，每个村占 25%股份，收益均
分。梅城镇纪委也参与其中，对此进行监
管，企业管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职能时必
须履行民主决策，减少入股集体资金使用
管理方面的廉洁风险。

“大家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办事就顺
畅多了。”这段时间，杭州市人大代表、梅
城镇顾家村党总支书记徐竹清正在摸排
企业的服务需求。顾家村共有百余家企
业，其中规上企业 8 家，对于保洁、维修、
安保等日常物业管理的需求量很大，“我
们计划根据企业需求，开展物业、家政等
服务，还可以整理就业手册，提供更多岗
位给当地村民。”据徐竹清测算，依托实
体化运营公司，将新增就业岗位 300 个，
农民年增收3万元/人。

该公司还入股欢庭·她宿、清禅山舍、
鹤彩乐园、千鹤一碗、千鹤一茗等民宿、娱
乐、餐饮项目，经营性收入在短期内大幅
提升；原本闲置的物业资产，也开始频频
招商，逐一盘活。“仅一处闲置学校教学
楼，就能给我们带来一年 10 万元的村集
体租金收益。”徐竹清说。

四村抱团，农副产品也有了统一的
“千鹤一线红”系列品牌，不再恶性竞争，
各地特色也丰富了同一品牌下的产品种
类。龙溪村的水蜜桃，顾家村的年糕，龙

泉村的发糕⋯⋯甚至各类富有非遗特色
的文创产品，都挂上了“千鹤一线红”的牌
子。

品牌有了，销售渠道也在拓宽。梅城
镇探索“庭院经济”，在“千鹤一线红”实体
化运营公司的统一运作下，由千鹤嫂们在
自家门口开出“小店”，销售四个村的农特
产品。

“之所以先从千鹤开始，是因为这里
已经有了一定的客流基础。”胡媛媛说，

“待其他几个村庄旅游经济也发展起来，
庭院经济模式会全面推开。”

一条创业街区
“她”力量促“链”成环

产业项目有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
进，各类节庆活动也在吸引着人气，但要
可持续发展，少不了“人”的穿针引线，促

“链”成环。在引进乡贤的同时，梅城镇还
建立自己的人才培育机制。

梅城古镇中心位置一条长约百米的
小弄堂，便是梅城镇乡土人才培育的“摇
篮”——千鹤嫂创业街。在这里，梅城镇
构建起“组织共建、平台共建、产业共兴、
品牌共塑”的妇女创业工作体系，提升改
造千鹤嫂创业街，使之成为新时代千鹤妇
女精神活化展示区。

目前，千鹤嫂创业街共有文创、民宿、

非遗、餐饮等女性主导的商铺42间，培育
妇创客26名。

返乡女大学生徐怿将传统粽子和现
代年轻人喜爱的元素结合，打造出健康低
脂的爆款粽子和文创产品，在网络平台上
年销售额达 800 万元。“更关键的是把创
业创新的理念带进了乡村。”徐怿发现，许
多原本赋闲在家的妇女，开始尝试直播带
货。

“通过网络，把梅城镇的农特产品展
示在大众面前，广开销路；另一方面，也通
过镜头把梅城镇村两级的风景展示出去，
让人们认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更能展
现‘杭州意象’的古镇。”梅城镇相关负责
人说。

由党员、妇女牵头，更多的探索正在
尝试。党员曹振芳成为乡村农特产品的
义务“带货人”，只要有时间，就把这些农
产品送进古城各家民宿酒店的特辟展销
柜。梅城镇还出台了“巾帼创业十条”，力
争做强“她字号”创客品牌。

接下去，梅城镇将按照“示范先行、串
链成片、全域铺开”的思路，以链组党建为
纽带，将分散的党员群众组织起来、分散
的产业链接起来，全力打造新时代千鹤妇
女精神活化展示区，以及建德共同富裕示
范区“县域样本”的实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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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建德市梅城镇提供）

一座千年古府，让杭州建德市梅城古镇走进大众视野。

近年来，梅城镇接待游客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发展突飞猛进，也带来

了甜蜜烦恼——梅城中心古镇人气很旺，周边的乡村又将如何破题，搭载上

这趟乡村振兴的“快车”？

在建德市“链组党建”的全面推行下，“千鹤一线红”项目应运而生。今

年年初，梅城镇依托“千鹤妇女精神”金名片，串联起千鹤、顾家、龙溪、龙泉4

个行政村，成立“千鹤一线红”大党委，在此引领下，探索推进“一核三级多组

团”全域共富产业带，打造农文旅共同富裕示范区。

俯瞰梅城俯瞰梅城

桐庐合村乡桐庐合村乡：：唤醒山乡之美唤醒山乡之美 驶上农文旅融合驶上农文旅融合““快车道快车道””
娄晓涵 皮云蔚

强优势补短板
开拓全域旅游新业态
前不久，桐庐合村乡生仙里景区与

分水镇天溪湖达成旅游联盟，将沿线的
景点、民宿、农家乐等旅游资源串点成
线，以此带动周边村落发展。区域协同、
优势互补，成为合村乡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又一次探索。

一眼望去，山水之间孕育的自然环境，
早已为合村乡发展全域旅游埋下伏笔。

追溯到 2015 年，合村乡后溪村村民
发起众筹，合资成立后溪村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由此，合村乡旅游业初现雏形。基
于“村民众筹”模式的有效探索，2018年，
合村乡党委政府牵头 6 个村入股成立生
仙里乡旅公司，并接连衍生出“竹溪探险
乐园”“国际滑雪场”等旅游项目。发展至
今，入股村民已实现4次分红。

近年来，合村乡精准定位“运动休
闲”发展主题，围绕“扮美、育强、激活”三
个关键词，已形成水上漂流、冰上滑雪、

天上滑翔、山上民宿等水陆空一体化的
旅游业态。

“虽然合村的旅游人气日益兴旺，但
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发展的制约和局限。”
在合村乡党委相关负责人看来，“强优
势、补短板、树品牌、显特色，只有做好统
筹和谋划，才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项目支撑，不断丰富旅游产业
业态体系。2020年12月，合村乡生仙里
国际滑雪场正式营业，填补了乡里冬季
旅游项目的空白，也成为桐庐县域唯一
的大型滑雪场。随着冰雪项目热度的不
断攀升，2021 年至 2022 年雪季，合村乡
共接待游客达 7 万人次，较上个雪季增
长 16.9%，营收额超 2000 万元，同比增
长75%，开创历史新高。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不断壮大旅游
产业要素基础。当前，合村乡正迈向农
文旅融合发展新阶段，仍然面临着交通
不畅、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以滑雪场
项目为例，“根据滑雪场区位偏远等情
况，我们将在完善基础设施上进行全面
提升改造。”合村乡主要负责人介绍，目

前正通过建设合青公路、改建高凉亭村
大溪口至“温泉小镇”临安湍口路段 3.7
公里，打造“合村滑雪漂流—湍口温泉疗
养”30 分钟旅游交通圈。同时，建设游
客接待大厅，布局办公、餐饮、休闲、超市
等功能区，全方位提升游客滑雪体验。

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开拓当地百姓
致富路。在全域旅游发展的撬动下，合
村乡催生了民宿、餐饮等旅游相关行业，
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氛围日渐浓
厚。目前，全乡已培育民宿 70 家、餐饮
20 家、农夫集市摊位 15 个，吸纳约 3200
余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亮特色促就业
营造返乡创客“强磁场”

乡村全域旅游的兴起，亦为不少人
才返乡创业提供了新机遇。“90 后”青年
翁永浩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 4 月，翁永浩回到桐庐合村乡
后溪村，将一处废弃厂房改造成“青创工
坊”，把合村传统菜式“端锅菜”开发成端
锅宴，并开创“看竹马戏品青梅酒”等体
验式文旅消费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打卡。“这是一种产品输出，更是一种
文化输出。”翁永浩说。

然而，翁永浩的创业之路不止于
此。他希望，借助电商平台的力量，让家
乡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去”，帮助乡

亲打通对外销售的渠道。
在“青创工坊”，生仙里农产品展销

中心应运而生。“目前，展销中心相继开
发了翁家酱、番薯干、竹芽、大米等 40 余
款产品，主要通过‘网上农博’平台、线上
团购等渠道进行销售。”翁永浩发展的

“农商+电商”模式，还帮助到村里的剩余
劳动力。目前，合村乡已有 100 多户农
民与翁永浩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

自去年 7 月对外营业以来，“青创工
坊”已获得 800 多万元的收益。“在家乡
的踏实感，和帮助家乡人致富的满足感，
是之前在外工作无法体会到的。”翁永浩
对在家乡开拓事业充满了期待。

人才回归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随着
返乡创客的日渐增多，合村乡也在场地
租金、设备投入和资金补助等方面积极
提供支持。合村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鼓励创客回乡发展，乡里专门出台
了强农富企‘双十条’政策，并划拨一千
万元资金用于支持旅游业和农业现代化
发展，为年轻人回归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以带动乡村振兴。”

树品牌显成效
激发特色文化新活力
持续激活精神文化基因，成为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助推器”。
近日，走在合村乡的昭德水街上，修

葺一新的合和布鞋厂正处于试营业阶
段：几位绣娘“指尖生花”，从鞋底到鞋
帮，从滚边到绣花，手工完成十多道工
序；展示柜上，一字排开的绣花鞋绣纹图
案有花鸟草虫、飞禽走兽、山川风物、戏
剧人物⋯⋯

“合村绣花鞋制作技艺”次第被列入
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
一项千年老手艺，合村绣花鞋正以“越来
越年轻”的发展形态浸润着一方水土。

拿着手工纳的千层底鞋，合和布鞋
厂共富项目合伙人王晓芬介绍：“以往，
合村布鞋以传统的家庭作坊方式经营，
由于其小而散的经营模式，缺少市场竞
争力。两年前，合和布鞋厂的创立，开启
了合和布鞋的品牌化发展模式。”

当下，合村乡绣花鞋正以村企共建
的合和布鞋厂为品牌运作载体，以省级
乡村电商平台网上农博为主要品牌营销
阵地，带动村民、非遗传承人、村集体等
多个参股主体受益，探索形成可复制、可
带动的非遗文化发展“合村模式”。

在合村乡，“一村一品”的意识日益
增强，各村逐步打造出瑶溪红茶、岭源油
茶、三源青梅酒等助力集体增收的“村
品”。据统计，2022 年一季度，合村乡农
产品总销售额达 2800 万元，同比增长
9.09%，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今年，合村乡正积极创建5A级景区
乡镇。合村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说，合村
乡将坚定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聚焦“提
升一个集镇服务功能，串联一条山地运
动环线”，全力打造生态美、产业优、文化
兴、百姓富的生仙里未来乡村幸福示范
区。

仲夏时节，乡村的清爽之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纳凉玩耍。在杭州

市桐庐县合村乡，旅游旺季如期而至。

这个曾经偏远到通讯信号都难以全覆盖的小山乡，如今却成为青山碧水的

休闲旅游胜地。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在桐庐县最偏远的乡镇渐次铺就。

美而不富不为美。近年来，合村乡以山水结合特色发展、农旅协同融合发

展、城乡并进借力发展，实现了从偏远山乡到“幸福生仙里”的蝶变，力争为桐

庐县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标杆贡献“合村力量”。

桐庐合村乡的美丽风光

合村乡迎来夏季漂流旅游高峰

合和布鞋厂的绣工正在制作绣鞋

（图片由桐庐县合村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