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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安：幸福可触更可感，乡村向美向未来
黄丽丽

尖山镇乌石村尖山镇乌石村

发展是第一要务。磐安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一个“我们的幸福计划”带领着村民
分享着绿水青山带来的“幸福红利”。

这个计划渊源于 2012 年，从盘峰乡高二片启动，10
年来相继完成“幸福田园”“幸福家园”“幸福花海”等系列
幸福项目，探索出“引回一人、试点一乡、带动一群、发展
一片”的共同富裕新路。如今，该计划主要融合了幸福农
产、幸福联盟、幸福帮促、幸福山居等“十大幸福”系列，培
育了乡村自驾游、房车露营、乡村研学旅行、健康养生等
新业态，带动全县偏远山区 3000 多农户年均增收 2 万余
元。

与此同时，磐安依托良好的生态优
势，着力发展药材、茶叶、食用菌等特

色农产业，实施“一亩田万元钱”
“林下经济”等高效农业种植、

养殖模式，把山区资源优
势有效转变为农业产业
发展的经济优势，实现
了“叶子”变“票子”、“药
材”变“药财”的转变。
城 乡 收 入 比 值 持 续 缩
小 ，低 收 入 农 户 增 收
15.6%，被列入省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缩小收入

差距领域试点。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

振兴。磐安坚持把旅游作为
富民强县的战略性产业，以景区

和村庄“共生、共融、共建、共享、共
荣、共富”的理念，推动花溪景区和花溪

村、灵江源森林公园和灵江源村景村融合发展，走出了一
条乡村旅游带动全域发展的增收致富之路。磐安县“景
村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入选首批“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肌理，吸引着优质项目纷至
沓来。伴随着磐安滑雪场、高姥山生态文化度假区、灵江
源森林公园等 30 多个文旅项目相继落地，盘峰乡近年累
计投资超 20 亿元，世界最高玻璃悬廊、磐安滑雪场等景
点成网红景点，游客人次连续3年破百万，收入破亿元。

对磐安来说，“景村融合”不是局限在一村、一隅，带
动的是全县、全域。磐安坚持“景助村富、村助景兴”理
念，创建景区村 148 个。以景区带动村民致富，全县累计
发展农家乐特色村 108 个、农家乐 1014 家、床位 1.95 万
张，创建省级农家乐特色乡镇 1 个、省级农家乐集聚村 9
个，创新发展“磐安山居·共享农屋”2130 家，被评为省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随着“千万工程”、美丽乡村、未来乡村的迭代升级，
磐安将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行动，探索
形成一批具有磐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持续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注入“源头活水”。

产业联动
山乡全域奔共富理想的乡村是什么模样？它一定

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榉川自古圣裔乡”，位于磐安南

的榉溪村，由曲阜孔氏后裔南渡至此
定居后形成。村内有国家级重点文保
单位——孔氏家庙以及与之相关的省
级非遗婺州南宗祭孔大典。

作为省级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行动试点县，磐安按照“乡村肌理
不改变、村庄风貌不破坏、建设规模不
扩大、楼房层高不突破”的“四不原
则”，注重文明传承和文化延续，突出
地方特色，提升村庄品位，初步形成了

“一村一风韵、一镇一特色、全域一景
区”的特色乡村风貌。

以榉溪村为例，小到墙上的一块
文化标牌、大到各类新型旅游业态入
驻，实现了把传统文化融入村里的山
水树木、祠堂庙宇、木刻砖雕、节庆习
俗，吸引了蓝莲舫、野米文创、“听孔子
说话”等项目纷纷在榉溪落地。

如果说，原来美丽乡村的建设更
注重外观的变化，那么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则为乡村注入了“灵魂”。

近年来，磐安县持续推进横路、管

头、榉溪、墨林等 36 个省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利用村保护利用，将文化基因
融入乡村，建成乡村文化特色馆 45
家。

横路村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后裔
居住地，以乌石老街、乌石古民居而闻
名。近几年，横路村着重开展古村
原生态特色保护，依据简约精
致、修旧如旧的理念，对乌
石老街、古民居加以修
缮保护，还引入“九间
天”民宿、“地心引
力”酒吧等新型业
态 ，让 老 街 区 焕
发出新活力。

作为全国文
明 村 的 湖 上 村 ，
全面配置了文化
礼堂、农家书屋、
百 姓 戏 台 等 ，每
年举办荷花节、村
晚、非遗一台戏、音
乐节等活动。列为省
级未来乡村试点以后，还
将建设大型文化综合楼、农

民学校、老年大学等，使终身学习风气
蔚然成风。

此外，磐安还深化“基层党建+社
会治理”，巩固“颗粒网格”服务体系，
推进“六无善治”村庄创建，打造县域
治理现代化磐安样本，建成示范“六无

善治”平安村
庄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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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乡村、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
村好比产业的“龙头”，带动整个区域

“产业链”的发展。花溪村就是最好的
例子。

几年前，这里还比较落后。2017
年以后，为了和花溪景区风貌相协调，
推动村民致富，花溪村以“景村融合”
为目标开始了整村改造，农户纷纷办
起了民宿、农家乐，累计发展民宿 58
家，村民人均增收 2 万元以上，花溪村
入选 2021 年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名
单，并列入省级未来乡村试点。

在安文街道，花溪等村庄的发展

有着明显的外溢效应。在溢出效应
下，街道内的上葛、石头、东川等村庄
的民众收入得到提升。目前，该街道
正加快“云山—花溪”民宿集聚带建
设，今年新增精品和中高端民宿 20 家
以上。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磐安按
照“点上精致、线上出彩、全域美丽”的
思路，精细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推
动美丽乡村串珠成链、连片成景，形成
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带。

有些路通向风景，有些路本身就

是风景。在磐安，“浪漫花乡线”
有一条充满了花香的乡村景观带，
它就是以磐仙线为主、大科线为辅，一
路串联起以玫瑰谷、杜鹃谷、农业旅游
观光基地等为主要节点的“浪漫花乡
线”。2021 年，“浪漫花乡线”获评省
美丽乡村风景线并入选中国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线。

“养生药乡带”“浪漫花乡带”“休
闲茶乡带”⋯⋯近年来，磐安以美丽乡
村示范带动全县域创建，累计培育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7 个、特色精品
村 24 个。接下来将重点打造共同富
裕休闲茶乡示范带。

这一条休闲产业带串联起了乌石
村、横路村、新楼村、湖上村、玉峰村、
下溪滩村、尚湖村等 7 个村落，将充分
发挥农业资源、自然生态等优势，进行
组团式功能分区，着力打造“云上山
居·休闲茶乡”区域公共品牌。

“要充分发挥未来乡村、新时代美
丽乡村示范村的辐射带动作用，集聚
周边村落组村成团，从而实现优势互
补、共享共赢。”磐安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花溪村、湖上村、
灵江源村等正着力发挥生态、文化、康
养三大优势，打造未来乡村样板，以样
板带动更多未来乡村的创建，为奔向
共同富裕注入乡村力量。

示范带动 组团连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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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业

兴民富⋯⋯在磐安，人们可以深刻地感

受到，“生态好不仅可以富县，而且可以

让老百姓生活富足”。

近年来，磐安县深化县乡村三级联

动，美丽村庄、美丽河流、美丽公路、美丽

田园、美丽森林、美丽景区“六美同创”，

加快打造全域美丽大花园，绘就了一幅

村村是景、处处是景、全域一景的新时代

“富春山居图”，成功获评 2021 年度省新

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

随着乡村建设的迭代升级，组团式

发展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当

前，磐安县正开展和美乡村建设“311”行

动，以尖山镇湖上村、盘峰乡灵江源村、

安文街道花溪村 3 个省级未来乡村试点

村为中心，辐射创建一批未来乡村，形成

玉山片、安文片、盘山片 3 个未来乡村示

范区，打造 1 条共同富裕示范带，集聚 1

批美丽集成示范村，实现区域组团协同

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增添磐安元素，贡献磐安力量。

方前镇和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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