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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项目双进迈出新步伐

绿 色 ，是 溪 龙 乡 发 展 的“ 主 基
调”。多年来，在全力经营安吉白茶这
一典型的特色高效农业的同时，溪龙
乡聚力项目双进“主引擎”，高质量发
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近日，走进溪龙乡绿色家居配套
小微产业园，一期已经基本完工，即将
竣工验收。据介绍，近年来，溪龙乡以

“腾笼换鸟”为契机，收储地块 95.68
亩，为加快盘活闲置用地，将其中的60
余亩用于建设该小微产业园。自项目
落户以来，溪龙乡和安吉县交投集团
联合成立专班，实行周对接、月例会制
度，确保早竣工、早招商、早投产。

这只是溪龙乡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近日，溪龙乡晒出了“强村
公司”安吉茶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成绩单：截至目前已承接各类经营项
目 43项，合同金额累计超 996 万元，实
现利润近 60 万元，带动 240 余人就业
增收。

据悉，该“强村公司”由溪龙乡5个
村联合出资入股，于 2019 年成立，通
过飞地物业、要素保障、闲置资源盘活
等方式，有力拓展村级增收渠道。仅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800 万
元，向5个村分红共计120万元。

深耕文旅融合增添新活力

茶园周边，5 公里长的茶园绿道蜿
蜒向前，不远处，万亩茶园休憩平台
上，游客络绎不绝。走进平台之下的
新式茶饮空间，喝上一杯本地白茶制
作的奶茶，实属惬意。在溪龙乡，如今
这个新式茶饮空间已经成了远近闻名
的网红打卡点。

据了解，新式茶饮空间的前身为
一处旧储物间，借助“微改造、精提升”
契机，溪龙乡将茶文化和独特的茶园
景观相结合，融合了品茶、观景、小型
会议等多种需求。新式茶饮空间试营
业期间，周末单日营业额达 20000 元，
日客流量达1000人次。

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文旅
综合体项目、扩大白茶产业延伸链，溪
龙乡积极探索政企联动开发机制 。
2018 年 5 月，溪龙乡联手上海爱家集
团，以全域旅游为导向，结合现代农
业、教育、康养、旅游等四大产业，打造
溪龙乡茶旅融合综合体。该项目占地
32 平方公里，总投资额达 60 亿元，建
设覆盖溪龙全乡，成功入选了国家“千
企千镇”项目库。

同时，溪龙乡积极构建助企协同
发展机制，搭建企业家联谊会、白茶产
业商会等平台，通过提供精准助企服
务，推动乡企抱团联动，实现资源互联
共享，为乡域内民企和茶企发展赋
能。今年1月，溪龙乡在县工商联的指
导下，成立了安吉县溪龙乡商会，涵盖
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每季度

举行工作例会和亲清直通车·政企恳
谈会，护航辖区内企业发展。

提质美丽乡村展现新面貌

“这是垃圾分类宣传册，垃圾分类
的好处有很多，不但能减少环境污染，
还可以变废为宝，进一步促进资源再
利用。”连日来，溪龙乡垃圾分类志愿
者队伍走村入户，积极引导村民参与
垃圾分类，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群策群力，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在溪龙乡，徐村湾村实行“党员区域负
责制”、溪龙村成立了“老干部工作
组”、后河村组建“楼道长轮值制”、黄
杜村成立“ 夕阳红老年志愿者工作
队”、新丰村成立“巾帼劝导员”⋯⋯

“我们通过党员、退休干部带头，发动
志愿者、村民广泛参与，让垃圾分类成
为乡村新时尚。”溪龙乡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该乡依托成校的农民培训功
能，已经开设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活动
50 余场，全乡实现了“垃圾不落地”全
覆盖。

乡村美起来，城镇靓起来。近年

来，溪龙乡高质量实施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高水平开展美丽城镇建设，高
标准建设白茶飘香精品观光带，同时
推行全域大物业一体化管理，全力护
美家乡环境。

该乡整合辖区内水、岸、田、塘资
源，一批美丽乡村不断“提质”：新丰村
逐步打造成为水乡特色村落，西湾村
建设了水岸民宿集群，后河村变为“鱼
米文化体验村”⋯⋯全域乡村田园综
合体雏形显现。

截至目前，溪龙乡已经成功创建
“美丽城镇”农业特色型省级样板，持
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建成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带，大力开展美丽

乡村环境提升，创成精品示范村 2 个，
省A级景区村庄实现全覆盖。

厚植民生福祉百姓更乐居

11 月 22 日，第一期“三省五县”
党建联建共同富裕“白叶一号”产业
合伙人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
培训班紧扣东西部协作内涵，旨在建
立乡村振兴发展联合体，破解茶园精
细化管理、茶叶品牌打造、营销方面
缺乏专业技能人才等难题。

“我们通过党建联建的方式开展东
西部协作，为学员提供平台，拓宽视野，
为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才提供新
的契机。”溪龙乡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白叶一号”乡村振兴党建联建为载体，
今年，该乡共选派 23 批 89 人次干部赴
受捐地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受捐
地共计采摘鲜叶 6.5 万余斤，生产干茶
1.4万余斤，产值超770万元。

携手奔共富，溪龙乡不断凝聚乡
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溪龙乡乡贤宋
昌美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为了更好地
带动周边妇女走上种植白茶的致富
路，她牵头成立了安吉县溪龙乡女子
茶叶专业合作社。在她的帮带下，合
作社目前有社员108位，种植白茶总面
积也达到 7000 多亩，有效地辐射带动
了周边地区妇女共同致富。

民生福祉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近三年来，溪龙乡持续推进“健康
溪龙”工程，完成县级健康示范乡镇创
建，成功创建省级无障碍村，后河体育
馆创成省级全民健身中心、农民百姓
健身房。今年，溪龙乡已经开展了两
轮高标准全民免费体检，大力发展慈
善救助事业，村级慈善工作站实现全
覆盖，募集善款75万余元；全乡基本医
保参保率年均达 99.8%，低保户、残疾
人 等 特 殊 群 体 城 乡 医 保 参 保 率 达
100%，老年人意外保障、政府救助保
险实现全覆盖。

（图片由安吉县溪龙乡提供）

村强 民富 景美 人和

安吉溪龙乡：加快均衡富庶 促进乡村振兴
杨斌英 王傲然

加快均衡富庶，推动乡村振兴。坐拥连绵茶山的安吉县溪龙乡，在

当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背景下，围绕“村强、民

富、景美、人和”主题，深化“红壤绿叶”党建品牌，奋力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走出了一条城乡有机融合、全域协同发展的特

色之路。

紧扣“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今年以来，溪龙乡扎

实推进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整乡推进”抓提质，综合实力不断跃升、发展

活力持续迸发、环境品质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更加殷实。

万亩茶园万亩茶园

溪龙乡白茶客厅

垃圾分类宣传进村社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位于黄岩西部山区，依山傍水，风景秀

美。村子虽不大，取得的成就却不少：沙滩村先后获得省级卫生村、省级

森林村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省历史文化保护村落、市级美丽乡村精

品村等荣誉；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同济

大学美丽乡村规划教学实践基地、全省首个“天目融媒体”地方学院、台

州首座“新乡贤”学院和黄岩首家“和文化”展示馆相继落户于此；村庄还

曾被作为分析案例，荣登首届联合国人居大会，村庄照片也登上了大会

报告封面。

沙滩村的未来，更值得期待。今年初，沙滩村入选全省第一批未来

乡村建设试点。目前，黄岩区屿头乡正依托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国

家AAAA级景区柔川景区所在地的区位优势，以及宋韵柔极金名片的文

化优势，突出校地合作、院村融合、产学研相长，努力将沙滩村打造成以

“宋韵柔川，耕读致远”为主题的城乡共享型未来乡村。

黄岩区屿头乡：建设未来乡村，共享美好生活
陈久忍 杨 萍

校地合作，打造示范样本

走进黄岩区屿头乡沙滩老街，只
见整洁宽阔的石板路两边，酒店、民
宿、书屋、商铺林立，道路尽头是宋代
太尉殿、老戏台，几棵千年古樟，枝繁
叶茂。从一条小巷子往里走，前面豁
然开朗，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几个
大字，跃入眼帘。

沙滩老街店铺林立、业态丰富，吸

引许多游客前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过去的沙滩村因为位置偏僻、房屋破
败、人口外流，一度成为了“空心村”。

改变从 2012 年开始，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
贵庆，应邀参与黄岩西部古村落修复。
废弃兽医站变身游客服务中心，旧猪栏
改造成雅致的茶室，闲置“旧粮仓”变身
零碳“loft”民宿⋯⋯杨贵庆带着团队实
地走访后，为沙滩村量身定制了规划方
案，坚持整体性保护与永续化利用并

重，以有机更新的理念，盘活利用乡村
闲置资产，让这个小山村重新焕发了光
彩。

2018 年，国内首家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济·黄
岩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揭牌，北校区就设
在沙滩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培训班、
考察团前来培训参观。杨贵庆还在沙
滩村设立同济大学美丽乡村规划教学
实践基地，将村庄变成他们践行“中国
新乡土主义”的在地实验室。

校地合作，给沙滩村发展带来源源
不断的智力支持。10 年来，同济大学
与屿头乡沙滩村的合作，从单一领域向
多领域、高层次、全方位深化，覆盖美丽
乡村规划设计、历史文化村落修复和乡
村振兴示范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

眼下，黄岩区屿头乡正加快同济·
黄岩乡村振兴学院二期项目落地，在沙
滩村东坞区块开展零碳打造，建设创新
创意中心、数字实验中心等项目，努力
提供黄岩本地乡村建设的生态范本，并
与沙滩老街区块实现联动发展。乡里

还邀请同济大学文创团队为本地文化
进行整合包装，为景区进行文化赋能，
推动观光旅游向以宋韵文化、农耕文
化、山居文化的深度体验游转变。

数智赋能，创新未来治理

近日，在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柔川
景区入口，施工人员正在安装景区实时
流量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即时统计
景区游客进出数据，并上传到沙滩村数
字中心，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时掌握游客
人流数据，为旅游业态分析提供更加精
细化的统计。

黄岩区屿头乡立足沙滩村美丽乡
村改造成果，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
化，依托5G网络、VR、AR、数字孪生等
技术手段，建设沙滩村数字中心、创客
中心、众创空间等“一中心五平台”，进
行沙滩村未来乡村数字化提升。

其中，沙滩村数字中心建在柔川景
区游客中心内，由智慧旅游、党建信用、
创客中心、智慧民生、综合治理五部分
组成，通过打造鲜活的数字生活体验

区，让村民、游客融入沙滩村的数字生
活，感受村庄在现代科技下的变革。

沙滩村还将建设 24 小时共享图书
馆、“无杆式”生态停车场、智能垃圾分
类箱、自助酒吧等，在乡村感受数字化
生活带来的便利。未来，“粮宿”民宿内
的灯光、窗帘、电视等各类设施都将实
现声控化、自动化，给游客带来全方位
的智能化生活体验。

屿头乡党委书记李啸鹏说，接下
来，屿头乡还将开发“善治柔川”程序，
用数字化的形式对网格管理进行升级，
创新农村治理方式；以和合积分平台打
造和谐乡村，把居民的文明指数、民宿
店铺的信用评级、游客的文明志愿纳入
该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纪念品、门票等，
实现农村的绿色互动，营造文明和谐的
乡村氛围。

产业协同，推动共同富裕

“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
特产——屿头馒头。这个馒头究竟有
什么不同，大家来看⋯⋯”临近中午，在

沙滩老街的左拎右送农产品展示中
心，一场网络直播带货正在进行中。

“屿头馒头”在整个台州都饶有名
气，但各个馒头加工户之间没有统一
组织，产品没有统一标准，各加工户
之 间 还 存 在 过 度 竞 争 ，无 法 形 成 合
力。网络数字化企业的进驻，正在改
变这一情况。“我们打算把屿头馒头
进行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市场运作，
把 馒 头 产 业 做 强 做 大 ，结 合 网 络 直
播，让屿头馒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左拎右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仁贺说。

目前，以屿头乡数字中心为基础，
沙滩村依托老街闲置房屋，建设创客中
心、众创空间以及人才客栈，吸引创客
团队和年轻人返乡创业，打造集“产学
研”于一体的创客高地，推动城乡人才
要素双向流通，促进本地创新产业萌
芽。屿头乡开展“共享老街”计划，推
出共享空间、共享福利，吸引更多的

“潮势力”在老街兴起；实施“布袋坑古
村落唤醒”计划，吸引更多“农创客”前
来创新创业。

从各类临街商店、工作坊、书店、民
宿，到培训、康养服务，再到打造创意创
客中心、乡村数字中心等，黄岩区屿头
乡正因地制宜给沙滩村注入多样化的
产业功能，夯实未来乡村建设产业基
础。

今年，黄岩区屿头乡还以沙滩村为
核心，统筹周边 11个行政村，建立浙江
柔川众富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台州
柔川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州
柔川碳汇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并与
黄岩交通旅游投资集团合作，共同参与
到芳养谷项目建设、共富工坊等共富项
目，充分激发各村发展活力。

其中，浙江台州柔川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推出“风物柔川”区域化农产
品品牌，通过举办文旅节、直播带货等
方式，进行品牌推广，提升当地旅游热
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目前，该公司
已和陈氏家庭农场、金闪闪农场、阿玲
馒头、小丫炊圆等 6 家本土商户达成品
牌共塑协议，吸纳全乡近 80 名农户灵
活就业。

（图片由黄岩区屿头乡提供）俯瞰沙滩老街

沙滩老街山野雅集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