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未来乡村的新蓝海中，如何把

握未来的航向，完成从“现在”到“未

来”的乡村跃迁？

山水交织，全域皆美，绿色征途，上

下求索。龙游以“千万工程”为龙头，立

足共同富裕大场景，强化党建统领，放

大特色优势，置身“活力新衢州、美丽大

花园”、“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设，以

变革之力激发乡村活力，以风貌之变催

生发展蝶变，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城乡

融合，引领山乡大地迈向共富。

诗画风光美如画，诗意田园活力

足，诗境生活幸福长⋯⋯一条具有龙

游特色的山区共同富裕道路越走越

宽，一批乡愁可寄、梦想可承、未来可

期的未来乡村加速照进现实，一片具

有归属感、幸福感和未来感的美丽乡

村升级版闪耀“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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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活力迸发新风貌 未来乡村新生活
孙 俊

溪口镇“一镇三乡”抱团发展、团石村的
五村红色共富联盟、浦山村产业共富联盟
⋯⋯龙游未来乡村、正如一朵朵绽放的花，
在融合与创新、连接与激活中，不断释放包
容的力量、未来的力量。

“这个是竹编香囊，里面可以放一些香
料，是师傅手工制作的。”溪口老街的乡村振
兴综合体内，“一盒故乡”精美绝伦的竹编工
艺让大家赞叹不已。

2016 年，姜鹏、应逸等“80 后”回到家
乡，联合成立了“一盒故乡”品牌，线上+线
下推销龙游特产，并聘请老手工艺人一起进
行竹工艺品文创开发。

除了“一盒故乡”，还有瓷米文创、溪游
记、电科智盛科技、竹下九里等青年创客企
业纷纷落地溪口。年轻人成立了溪口“青春
联合会”，电商达人、匠心传承的手艺人⋯⋯
青年跨界交流，镇干部出谋划策，探讨如何
用艺术振兴乡村，如何带动更多青年回乡创
业。

青春联盟只是一个缩影，龙游赋能发力
“一核两极、全域美丽”空间格局，紧盯“龙游
瀫”核心引擎和龙南、龙北增长极，集中打造
一批能级高、作用强的双创空间，创新乡村

“校企地”合作新模式，打造乡村人才集聚高
地，率先走出产业可持续发展、创业极具活
力的山区共富路径。

“龙游瀫”青年创造季活动根据不同主
题引进行业领袖、知名专家、业界大咖，汇聚
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搭建线上线下交流空
间，推出“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合作论
坛”等活动，推动从“流量”到“留量”深入演
变，探索青年思维转化为社会治理、创业创
新的发展新模式，加速实现人才集聚、资金
汇集、项目落地。

创业创新集聚，片区抱团发展。龙游以
抱团发展为引领，做强溪口镇作为龙南地区
中心镇的战略支点地位，推动人才、资金、技
术等资源集聚，有效辐射周边庙下乡、大街
乡、沐尘畲族乡三个乡，以“一镇带三乡”助

力龙南山区共富。
龙游建立产业发展共同体，放大创业资

源集聚效应。以溪口未来乡村创客平台、溪
口老街文旅平台为载体，打造集技
术、公共服务、金融、信息、法律咨询
等服务于一体的创业服务中心，形
成龙南区域性创业资源集聚核心。
除此之外，龙游还打造善治共同体、
民生共同体，破解治理一体化联动
难题、服务一体化供给难题。溪口
镇“一镇带三乡”山区高质量发展试
验区入选浙江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基
本单元建设试点。

龙游按照连片规划、连片建
设、连片发展、连片治理、连片共富
的思路，一体谋划溪口、团石、士元
等 8 个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点线面”
全域推进，逐步形成未来乡村创建先行带
动、两江走廊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全面
领跑领先的新格局。

群体抱团
以产业为支撑 构建双创集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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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主体，龙游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跑出农民集聚加速
度，推动城乡携手齐步走。

龙游持续迭代农民集聚转化改革探索，
推出“小县大城·共同富裕”3.0版，以共同富
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为牵引，突出安居乐
业致富,强化技能提升，强化数字赋能，加快
塑造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大场景，力争走出
一条农民蜕变市民的成长之路、城乡资源统
筹协调的探索之路。

如何充分保障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权益？龙游构建“12103”规划体系，即一
个总体目标，两大专项行动路径，十条配套
政策，三大保障体系，把“一核两级、两江走
廊、城乡融合”作为总框架、大棋盘，以未来
社区理念推进“3+5”集聚小区建设，因地制
宜植入特色场景，同步做好配套基础设施。
农户可根据就业、就学、就近等需求进行选
择，实现闲置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有效利用，
为中心城区建设腾出空间，助推乡村振兴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良性互动。

“从村里搬出来后，骑车只需 10 分钟就

能到镇上的小学，很方便。”“我在家门口就
业，不仅能挣钱，还能照顾家庭”⋯⋯越来越
多的农民走向城市，走向幸福生活。

古树下的长凳上，不断有游客落座，远
眺悠悠衢江水⋯⋯现在的团石村处处是风
景，与曾经的脏乱差形成鲜明对比。2019
年，团石村紧抓“两江走廊”乡村振兴核心区
小南海片区建设契机，全力配合沿江公路、
沿江绿道建设，经过两个月的集中攻坚，将
违建全部“清零”。如今，环境美了，游客纷
至沓来。

一手抓环境，一手抓公共服务。团石村
重点围绕“一老一小”，优化百姓“全生命周
期”服务供给，实现农村学校参与教共体全
覆盖、全县行政村体育设施全覆盖、乡镇（街
道）级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持
续强化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推进未来乡村物
业化管理。

团石村并不是个例，龙游重点推进农村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荣获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行动全省成绩突出县，实现农村
学校参与教共体全覆盖。组建2个县域紧密
型医共体，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责任、
利益、发展、服务、管理“五位一体”⋯⋯越来
越多的原乡人在地就业，越来越多的归乡人
和新乡人回到乡村定居，三类人加速融合，
城与乡携手共进，不断创造新的龙游故事。

城乡共融
以人为核心 打造“小县大城”样板

乡村治理新时代已经来临，在龙游，一
场自治、共治、智治相结合的善治格局已经
形成。数字赋能、全民共治、文化融入，成为
龙游乡村善治的鲜明标识。

“大家认为我们村有哪些地方要提升？”在
詹家镇浦山村“民主小屋”内，一场村民议事会
正在进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伟民

询问村民对村庄未来发展的意见、建议。
村民开会的“民主小屋”，原本是一座占地

20多亩、拥有存栏生猪3万多头的养殖场。当
初也是通过这样的议事和落实，让臭气熏天的
养殖场变成了村民的议事堂。浦山村不断强
化基层治理，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户
主大会等多种途径提供村民参与村内事务管

理和决策的机会，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在大家的出谋划策之下，浦山结合“一

米菜园”、美丽庭院建设的良好基础，开辟畲
族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复兴路径。大力发展
彩带编织、竹编等畲族传统手工艺，弘扬畲
拳、畲舞、畲歌等特色民俗。设置美食坊，定
期举办长桌宴、三月三等活动，让居民和游

客品味畲族美食。
乡村治理，需要自治、共治，也需要智

治。龙游在全县域推广“龙游通+全民网格”
基层智慧治理模式，率先探索试点乡镇版四
平台智治中心，“龙游通”实名认证人数26.7
万人，群众事项网上办结率100%，全面实现
群众需求“全掌握”，群众事项“掌上办”，便
民服务“快递办”。落地“浙里未来乡村在
线”应用，借助“一舱一端一台”，实现未来乡
村智慧场景全覆盖。

从过去到未来，乡村的独特性，在于文
化沉淀，文化赋能与社会治理相互交融，让
美好生活更有质感。

龙游持续擦亮“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
金名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振
兴讲堂双平台，推进清廉村居、善治村示范
创建，将乡风文明新风尚“种入”心田。结合
东华街道“有礼金融”和溪口镇“信用+治理”
经验，推动信用体系融入基层治理。突出各
个未来乡村主题和村庄禀赋，举办各具特色
的文化活动，提升农村群众参与感和未来乡
村品质感，打造更具烟火气、人情味、归属感
的乡村生活共同体。

智治善治
以文化为灵魂 共创美好生活

数读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9个，省级美丽

乡村特色精品村24个。

省级新时代美丽乡村208个，省级美丽
乡村风景线3条，省级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村13个，A级以上景区村庄216个。

建成连绵79 公里沿江公路，将3个4A
级景区、7个3A级景区和80余个特色村串点
成线，打造诗画般风光带、高颜值产业带。

荣誉榜

◆ 浙江美丽乡村先进县

◆“五水共治”优秀县（三次获得大禹鼎奖）

◆ 入选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先行创

建单位和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试点县

◆ 2021年度浙江美丽乡村示范县

◆ 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城乡风貌样板区三

类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大满贯”

◆ 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缩小地区差距试点和农民集聚转化改革探

索试点

团石未来乡村生活馆

（（本版图片由龙游县农业农村局提供本版图片由龙游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团石未来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