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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画溪街道探索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带

““画里慢乡画里慢乡””画出美丽经济画出美丽经济
叶诗蕾

塑美环境
山村蝶变入画来

“画里慢乡”农文旅融合示范带位
于画溪街道西部山区，辖 4 个行政村。
这 4 个村庄受资源禀赋所限，产业基础
薄弱，集体收入来源很单一。

“这几个村坐拥山区田园风光，但
人居环境却存在规划不足、部分地区脏
乱差的情况，整治提升迫在眉睫。”画溪

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冕说。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

宝贵财富。为此，画溪街道坚持打好
“环境牌”，通过大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
工作，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对农文旅融合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据介绍，画溪街道结合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制定微改造方案，通过“拆、降、
清、绿”全面推进农村有机更新，目前共
拆除旧房171户，拆除违建2.56万平方
米、老旧围墙75处，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31.25亩，流转土地1050余亩。

同时，街道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
乡贤力量，重点对道路绿化带、河道沟
渠、房前屋后等地展开集中整治攻坚，
累计清理整治乱堆乱放 3500 余处，清
除水面漂浮物 2500 余处，清理垃圾
1300吨。

另外，该街道还启动美丽乡村精品
村、美丽乡村样板片区建设，注重发挥
田园风光、特色产业、地域文化等优势，
串联美丽乡村、精品水果、农家乐、文化
遗产等节点场景，通过特色节点场景赋
能美丽经济，目前已创建美丽乡村精品
村3个，创成3A级景区村庄1个。

入夜后，新庄村夜景生活广场热
闹非凡，文化礼堂传出乐曲和欢笑，
健康步道上随处可见散步闲聊的村
民。“村里还翻新河埠，增设了亲水平
台，河道岸线更绿更明亮了！”家门口
的绿色休闲空间越来越多，村民连连
点赞。

改善人居环境，还需要抓住细节，
打造精神富有节点。画溪街道基于村
庄特质和村民需求，着重完善夜景灯
光、道路改造、停车位等基础配套建设，
并通过文化下乡、广场舞等文体活动，
不断丰富群众茶余饭后的生活。

“为护航‘画里慢乡’重点工作，街
道纪工委对涉及到的相关项目建设进
行跟踪督查，主动前移监督关口，为项
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画溪街道
纪工委书记朱蔚说。

唤醒资源
产业融合富起来

产业兴则农村兴。近年来，画溪街
道坚持把特色农业及旅游产业发展作
为强带之本、致富之源，着力构建“特色
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经济”产业融合

新格局。围绕现代农业转型提升，该街
道一方面创新“稻虾轮作”新模式，打造
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块；另一方面则依
托现有精品水果产业，大力提升完善基
础设施，重点培育集水果种植、休闲采
摘、亲子体验为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创成宋莎草莓、曹氏农场等 6 个省
级示范性家庭农场。

如何让田园风光真正变成“聚宝
盆”？画溪街道把目光放到了辖区一些
沉睡的资源上。

走进新庄村“灰坑集合”浙北露营
基地，一大片嫩绿草坪映入眼帘，实木
观景平台、ins风天幕帐篷、复古咖啡巴
士点缀其间，度假氛围满满。

“你们可能想不到，这个新潮打卡
点曾是电厂闲置的灰库。”新庄村党支
部书记邱建强介绍，结合“画里慢乡”建
设，村里对这处黄土裸露、垃圾遍地的
灰坑进行了整治，在画溪乡贤的牵线搭
桥下，村里引进了露营项目，成功唤醒
沉睡的资源。

自今年 5 月试运营以来，基地已接
待游客 5000 余人，不仅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年租金20余万，还通过提供保洁、
服务、管理等岗位，以旅助农，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

在“画里慢乡”，类似的案例比比皆
是——

白阜村充分盘活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闲置下来的收购站、炼油坊、校舍粮
站等资产约 150 亩，计划打造文创市
集，并引入长兴县十大名小吃，形成特
色慢食街及手工体验作坊区；

三新村则依托天然氧吧的稀缺资

源，流转林地600亩，盘活老校舍，凭借

丰富的水库资源建设精品酒店、养生竹

园茶园等业态；

大土斗村继续梳理、深挖水系资源，

将纵横交错的河道盘活盘通，打造水、

田一体的“金色大土斗”，实现现代风格的

船屋营地和传统农耕村落的有机结合。

沉睡资产“活起来”，引来了投资客

的目光。闲野咖啡、阿那度民宿、泰式

田园综合体⋯⋯随着各个文旅项目落

地、推进、投产，“画里慢乡”的美丽经济
不断绽放，村集体口袋也越来越鼓。
2021 年，“画里慢乡”四村平均村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 225.19 万元，较
2017年增长了5倍。

乡愁为媒
人才回村留下来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美丽
乡村之所以动人，除了绿水青山令人心
驰神往，还有那无法割舍的乡愁。

为充分突出“画里慢乡”的人文特
色，该街道在旅游发展规划中注入各种
文化元素，深挖在地生态、历史文化等
资源，打造文旅网红IP。

依托“微改造、精提升”行动，画溪
街道修复提升了白阜老街“蚕文化馆”、
大土斗“土斗文化馆”等一批历史遗迹，通过
还原场景、连点成线，不断推进文化地
标建设。同时，街道还进行了文化基因
解码和转化利用，策划集文化体验、乡
村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基地，带动
特色创意文化旅游发展。

新庄慢生活示范村、白阜休闲文
创村、三新康养理想村、大土斗水乡生活
村⋯⋯如今“画里慢乡”四个村已打上
了各自独有的文化标签，“一村一品”，

各具风情。
环境美了，乡愁浓了，回来的年轻

人也多了起来。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画
溪街道不断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吸
引了一批在外乡贤、优秀人才、大学生
回乡发展创业、支持家乡建设。

退役军人梅忠明转业回村后，依
托父辈创立的“年春”西瓜品牌，与农
业高校开展合作，整合带动周边散户
资源进行电商销售，帮助解决季节性
就业 50 余人，连续三年销售额增长
150%以上；殷兆炬、宋莎等返乡创业
青年则分别发挥农业技艺，盘活闲置
土地，发展精品农业项目，成立了新乡
贤助力共同富裕实践创新基地，累计
带动低收入农户 20 户，2021 年实现户
均增收 2.1 万元⋯⋯来自各方的力量
不断汇聚，激发出助力乡村致富的“新
动能”。

“画溪是一个宜居宜游，放松身心，
休闲度假的好地方。”画溪街道党工委
委员、常务副主任陆宇杰说，该街道正
在研究针对农业、文旅融合类的项目、
业态的普惠性政策，筑巢引凤打造最优
投资环境，经营好“画里慢乡”这方热
土，让画溪“兴旺宜业、生态宜居、美丽
宜游”的美丽画卷越来越美、越来越有
特色。

沿着长兴五青线田园景观大

道一路向西，“画里慢乡”农文旅融

合示范带跃然眼前：

走进新庄村，你可以到百果园

体验一把采摘的乐趣；途径白阜

村，你可以漫步古韵老街，品尝传

承 60 多年的老手艺小吃；来到三

新村，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90%以

上，你的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

离子；在大土斗村，你可以划船摇桨，

行舟赏景，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画里慢乡，自在一方。”近年

来，画溪街道锚定“产业共融、发展

共享、群众共富”，积极探索“强在

组织、富在产业、兴在人才、乐在文

明、美在乡愁”的美丽经济转化路

径，打造出集地域特色、生态农业、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画里慢乡”农

文旅融合示范带。

（本版图片由长兴县画溪街道提供）

美丽白阜村

三新环湖绿道

宋莎草莓家庭农场

新建成的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
工人们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有序赶制
订单⋯⋯位于平阳县万全镇的浙江新
德宝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片
忙碌景象。该公司纸制品全产业链智
能制造型服务产业园一期项目从去年
5月开工建设，今年4月就竣工投产，用
时11个月便高效完成了地上地下建筑
面积 6.8 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彰显了
万全保障项目服务的力度。而这背
后，得益于平阳县住建局万全分局用
心精准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住建保障。

万 全 镇 是 平 阳 县 的 制 造 业 强
镇 ，有 近 20 个 省 重 大 产 业 项 目 落
地 。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政 务 服 务 水 平 ，
更 好 落 实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部 署 ，
平阳县住建局万全分局强化项目服
务保障，确保项目零障碍推进，以助

推省重点产业项目、乡村振兴项目、
民生工程安置房等项目高质量建设
为出发点，在高标准建设上下功夫，
在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上 做 文 章 ，全 面 加
强审批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创新服
务 体 系 ，全 力 打 造“ 一 站 式 ”“ 保 姆
式”服务模式，高质量助力工程项目
建设。

“项目进展如何？有遇到什么困
难吗？”“安全生产措施是否落实到
位？”这几天，万全分局工作人员积极
深入辖区年产量1500台智能环保包装
机械制造建设项目（一期）等现场，常
态化开展隐蔽工程监管指导，以“管安
全、抓质量、推进度”原则，全面推进

“千人评议”工作落深落细，助力项目
高水平完成建设，为平阳高质量发展
添能蓄势。

据了解，近两年来，万全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工业项目 30 个、安置房项目
26 个、市政工程 3 个，总建筑面积超 90
万平方米，另有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11
个，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为确保
各项目高质量推进，万全分局提前介
入靠前服务，深入分析建设项目中的
短板，压缩审批流程之外的时间，依托

“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推行立即办、
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的“五
办”举措，实现图纸审查“一次也不用
跑”，助推工程早审批、早开工、早投
产。

“为有效帮扶省重点项目、乡村
振兴项目、民生工程建设顺利竣工验
收投产，我们积极对接，与项目负责
人充分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全程跟
踪服务好项目。”万全分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分
局多次召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

有关单位开展项目建设批前评审对
接会、六比拼项目对接会、安全生产
部署会等会议，提前“把脉”解决问
题，锚定目标、倒排施工计划，加强项
目施工现场高支模、起重机械等安全
监管和质量管理措施，为项目建设出
谋划策、保驾护航。

以加快建设“温州大都市区副中
心的门户枢纽、现代新城”为契机，本
着“抓重点、抓发展、抓服务、抓队伍”
的工作思路，万全分局扎实推进城乡
建设工作。为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现
代化品质城市，该分局还进一步加强
廉政建设，打造廉洁高效的住建队伍，
多举措抓制度落实、教育防范、日常管
理，打出了一套廉政建设的“组合拳”，
努力打造一支“敢担当、善作为、快落
实”的高素质住建干部队伍，全面推进
平阳城乡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平阳住建：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董大森 金苗苗 汪子芳

连日来，在占地500亩的台州市黄
岩官岙茭白种植基地，风吹茭叶、绿浪
滚滚，茭农们抢收第一茬秋季茭白，忙
得热火朝天。这些茭白一部分进入冷
库保鲜保存，另一部分将通过物流，销
往江苏、上海、山东、湖南、湖北等国内
20多个省市。

“去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今年预
计产量同比增加 20%。”台州市黄岩官
岙茭白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蒋良珍高兴
地说，“得益于去年新建的冷库，茭白
保鲜期延长了 2—3 个月，在不影响口
感和新鲜度的情况下，实现反季节销
售。非常感谢供电部门及时立杆、架
线、增容，解决了我们发展的大问题。”

“黄岩红糖满街叫，黄岩茭手雪白
泡”，黄岩是全国最大的设施茭白生产
基地，全区种植面积达 2 万亩，茭白产
业已经成为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重要
产业。国网台州市黄岩区供电公司围
绕“电力助农，绿色富农”，紧跟社会所
需，用“电”助力乡村振兴，助力村民拓
宽致富路。

据蒋良珍介绍，茭白并不耐储存，
常温环境下带壳茭白可以放置 5 天左
右，若是久置，脱水、变红、腐烂等情况

就会接踵而来。随着茭白产量的增
加，周边的销售渠道已经无法承载。

2021年，为延长茭白新鲜度，官岙
村计划在合作社内建设储量1000立方
米的农产品储藏专用冷库，遇到的第

一个难题就是供电不稳定，村里 20 千
伏安的供电远远无法满足冷库大功率
的负荷。

黄岩供电公司北洋供电所副所长
尚将说：“我们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

间对接官岙村，为其出谋划策，选择最
优供电方案，开辟绿色通道，在茭白丰
收之际安装了250千伏安的专变，解了
茭农燃眉之急。”

坐 拥 长 潭 水 库 这 一“ 台 州 大 水
缸”，优质水源为黄岩生态茭白的栽种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 ，茭 白 刚 抢

“鲜”上市，就一路走俏市场。“我们的
茭 白 销 售 地 越 远 ，对 保 鲜 的 要 求 越
高。茭白采摘回来；打冷是非常重要
的一步，打冷之后的茭白才能运输到
外地。黄岩供电公司的快速服务为我
们解决了茭白采摘后的头等问题。”蒋
良珍说。

10 月 24 日，黄岩供电公司的工作
人员来到台州市黄岩官岙茭白专业合
作社巡线，对一台茭白秸秆粉碎机进
行线路隐患排查。

为了有效处理茭白秸秆，该合作
社购买了一台秸秆粉碎机，将秸秆粉
碎还田，推进低碳生产、绿色发展。秸
秆粉碎后逐层堆叠，撒上有机物料腐
熟剂、尿素等进行发酵，就能循环利
用、变废为宝，成为优质有机肥，这个
举措能让每亩地减肥 30 千克，实现减
少环境污染、增加土壤肥力的目标。

黄岩供电：冷库田头立 茭白“抢鲜”出
赵 静 冯 静

国网黄岩供电公司安全宣讲进合作社 （图片由国网黄岩供电公司提供）

连日来杭州建德钦堂乡葛塘村
“粮行天下”共富工坊迎来小香薯销
售旺季。

小香薯筛果、分拣、打包、装车
⋯⋯共富工坊内，65 岁的葛塘村村民
郭大妈一边忙着赶货，一边乐呵呵地
说：“现在我可以在家门口的共富工
坊上班，既打发了空余时间，又可以
增加收入。”

“现在大家工作的共富工坊，两
个月前，还是村里闲置许久的老茶
厂。”钦堂乡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
半年，建德市大力推进链组党建工
作，目的是通过以全产业链思维延链
补链，促进乡村振兴。

在链组多元主体、合力助推强村
富民的背景下，今年9月开始，钦堂乡
将目光聚焦在乡村产业发展和“扩中
提低”工作中。“通过对接辖区农业企
业，我们了解到，不少企业都有产业
配套、加工包装、服务外包等用工需
求。”钦堂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设共
富工坊，成为既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又解决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问题的重
要抓手。

其中，葛塘村就利用闲置老茶厂
打造了 400 余平方米集生产加工、仓

储物流、技能培训、参观交流于一体
的“粮行天下”共富工坊。

“村里的共富工坊可以为村内小
香薯、无花果等特色农产品提供生产
销售平台。”葛塘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这家工坊吸纳了 26 名村民就
业，其中有 11 名低收入农户，带动农
户每月增收2000多元。

同时，钦堂乡通过党组织牵线搭
桥，推动快递企业下乡进村，在主要
基地、专业村、合作社设立4个供销邮
政服务点。“果蔬揽收专车”直接进驻

“共富工坊”，帮助菜农、果农完成分
拣、包装、寄递等一站式服务。

目前钦堂乡已打造“共富工坊”3
家，通过统收包销、分拣运输，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提供家门口就业岗
位 100 余个，形成家门口增收长效机
制，既解决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又帮助在家农民解决就业难、增收
难、富裕难等问题，直接带动低收入
农户每年增收2.5万元。

“小工坊”解决“大就业”。截至
目前，建德市在建和已建成的共富工
坊58家，吸纳农村就业人口4206人，
其中低收入农户 771 人，1—8 月全市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28%。

“小工坊”助力“大就业”

建德：链组多元主体
促进强村富民

志愿者在共富工坊基地帮助采摘猕猴桃 （图片由建德市钦堂乡提供）志愿者在共富工坊基地帮助采摘猕猴桃 （图片由建德市钦堂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