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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未来乡村建设：逐梦共富 共享未来
钱关键 刘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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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面波澜不惊，偶有飞鸟相逐、渔歌互
答；岸上热火朝天，一辆辆翻斗车、铲车穿梭
不息⋯⋯走进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未来
乡村，一道名叫“悬萝”的瀑布正在打造中。

“瀑布的名称取自曾在古盈川担任县令
的‘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诗。”盈川未来乡村
党支部书记占小林介绍，“悬萝”瀑布宽数十
米，高10余米。

而早 1 个多月就已改造完成的 20 余幢
民宿、古码头等项目，在今年国庆试营业期
间，接待游客 3000 余人，带动村集体增收超
60万元。

不仅是盈川村，邻近的衢江区孟姜未来
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的花海、龙游县团石未
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水上运动项目也经营

得风生水起。
“这些村庄的大变样，得益于未来乡村

建设。”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作为
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近年来，衢州依托
未来乡村等规划建设，积极推行“市县一体、
统筹规划”乡村发展蓝图，聚力推动农业“双
强”、乡村建设、农民共富，在保存“乡土味、
乡亲味、乡愁味”乡村风貌的基础上，在“衢
州有礼”诗画风光带上推进实施龙之梦·六
春 湖 等 189 个 重 点 项 目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402.35亿元。

以标准为引领，因地制宜谋发展。2020
年以来，衢州率全国之先发布乡村未来社区
建设地方性创建标准《衢州乡村未来社区指
标体系与建设指南》，迭代推出《衢州市未来

乡村建设规范》，对标“一统三化九场景”总体
框架，积极探索具有衢州特色的未来乡村建
设模式路径，重点打造“1+1+N”特色场景，
以治理和产业两个“1”为标配，夯实乡村发
展基础，激发产业富民活力，同时重点聚焦

“一老一小”群体，按照需求导向选配农村教
育、医疗卫生、体育、养老、托幼、福利保障等

“N”个公共服务，以数字化、智慧化的方式做
优做强“未来”功能。

“具体到每个村的规划建设，均结合当地
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来打造。常山县何家乡
樊家未来乡村注重对历史遗存等村庄内部形
态和肌理的保护；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未来乡
村主推农文旅融合和休闲旅游。”衢州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人说。

标准引领、因地制宜 打造乡村宜居新风貌

（本版图片由衢州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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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一条条清澈的溪水

穿村而过；村道小路、美丽庭院干干

净净；路边花坛姹紫嫣红，芙蓉花、海

棠花随风摇曳⋯⋯在这收获的季节，

走进衢州正在建设及规划培育中的

100 个未来乡村，仿佛置身恬静安详

的江南诗画。放眼望去，一幅幅产业

兴、农民富、农村美的壮美画卷在三

衢大地徐徐铺展。

在浙江，延续了十九年的“千万

工程”久久为功。近年来，衢州市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决策

部署，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千万工

程”，全面开展乡村风貌及村居环境

整治提升，集中集聚乡村发展资源要

素，积极试点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全力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升级版。

尤其是 2019 年以来，衢州市抓

住省委、省政府开展未来社区试点建

设的契机，率先开启“未来乡村”试点

工作：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

心，以“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为主

轴，围绕“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

依靠“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通过

“造场景、造邻里、造产业”，实现“有

人来、有活干、有钱赚”，彰显“乡土

味、乡亲味、乡愁味”，凸显特色、大胆

探索，打造了一批共同富裕现代化基

本单元。

从启动试点至今，衢州已初步形

成“33个村探索建设+67个村同步培

育”的未来乡村发展建设格局。辖区

未来乡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幅达到11%，村集体增收超过

3000 万元，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显著增强。衢州未来乡村试点建设

的相关经验，也获得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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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一个小机器，就能看病问诊，真好！”在江山市大
陈乡大陈未来乡村“一分钟诊所”里，今年70岁的老人老汪
刚体验完线上诊疗。

不仅有数字化康养诊疗服务，依托未来乡村“数字驾驶
舱”，村民用电用水、村庄道路交通等情况也一目了然。通
过数据分析研判和自动预警，村管理员还可以实现对各民
居的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和应急处置。

在乡村看见未来，衢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数
字化和低碳环保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衢州未来乡
村，不仅具有环境友好、智慧化特性，还非常“人本化”——
在村集体、投资者、村民合力“做大蛋糕”时，注重人人都能
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走进龙游县溪口未来乡村，三三
两两的村民在公园悠闲散步；路边怀旧但又不失雅致的瓷
米文创空间，几名刚入驻的青年正分享创业故事；远处富有
活力的灯光球场上，一群年轻人左奔右突、挥汗如雨⋯⋯

“以人为本，才有更大发展。”溪口镇党委书记佘律星
介绍，经过3年改造，溪口未来乡村已成为一个“一二三”产
业协同发展、邻里互助、幸福美好的“快乐社区”。在这里，
原乡人找到了自己惬意的生活方式，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扮演着归乡人和新乡人的角色，纷纷汇聚溪口，一起构建
着未来乡村的美好生活愿景。

整体智治，强化联结共享、集成公共服务；落实兜底保
障，创新村集体增收模式，积极打造未来乡村富裕共同体；
推动干部驻乡村、人才帮乡村、能人回乡村、项目富乡村和
资金到乡村，积极探索村庄经营发展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利
益共享⋯⋯衢州未来乡村建设的创新做法还有不少。

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共富。衢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说，接
下去，衢州将着眼长远，优化乡村空间布局，从人口集聚、产
业发展、文化激活等维度进行全域梳理，突出“衢州味”，推动
更多标志性成果落地，持续擦亮“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
金名片，为全省乃至全国贡献未来乡村建设的衢州经验。

以人为本、看见未来
开创乡村共富新生活

水更清、山更绿、村更美⋯⋯衢州的未来
乡村不止于此。

人脸识别入住、智能门锁⋯⋯步入下淤
未来乡村的“汉唐香府”民宿，科技感扑面而
来。

“周末基本爆满。”店主陆永芝说，为丰富
游客的入住体验，她还联合周边多个小农场，
开展农产品销售活动，带动10余位农户增收。

科技范、有人干、有钱赚。在衢州的未来
乡村新图景中，新技术、新业态、创新的数字化
场景应用层出不穷，不断激发着乡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

走进衢江莲花国际未来乡村，一座座现

代农业园装上“数字眼”，大部分农产品从田
间地头到灶台餐桌，全过程都可追溯。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名闻遐迩的柯城区
余东未来乡村聚焦一幅农民画，逐渐形成卖
画作、卖版权、卖文创、卖旅游的丰富业态。
今年，该村日均引流近 1000 人次，培育出
300 多位农民画参与者和 48 位骨干画家。
2021 年，余东农民画相关产业产值达 30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万元。

今年以来，衢州还创新探索未来乡村连
片发展实验区建设，即以 1 到 2 个强村为核
心，联动周边若干个人缘相亲、地域相近、产业
相融的乡村，通过实施“连片规划一蓝图、连片

建设一标准、连片发展一链条、连片治理一网
络、连片共富一办法”，强化一体推进，充分挖
掘各未来乡村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不断延
长乡村文旅产品的产业链条，让各联动乡村
在资源统筹的乘数效应中实现共富共美。

产业兴，才能村庄富。衢州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衢州不断做好未来乡
村“连、实、活”的文章，积极引进省内外的国
资公司、专业公司，鼓励未来乡村推进“整村
经营”和“三农”资源折股量化等改革措施，并
通过“农民培训”等方式，积极培育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激活美丽乡村
发展活力。

产业先导、多种经营 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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