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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土地价值
全域治理成效显著

“土地整治项目工程涵盖大慈岩镇
全域的檀村、新叶村、里叶村、大慈岩风
景区等 12 个行政村和一个景区，整治
总面积为 8659.17 公顷。”大慈岩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过去 3 年来，大慈岩镇
在全域整治推进过程中，针对土地整
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等需要，分 7
类进行项目实施。截至目前，大慈岩镇
先后实施旱地改水田项目 3 个，新增水
田 133.88 亩；实施建设用地复垦项目 3
个，增加旱地 50.1 亩。通过整治，大慈
岩镇现有耕地面积达 26272.61 亩，其
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3481.14亩。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有量的积
累，也要有质的提升。“近年来，大慈岩
镇通过综合分析全镇土地条件，本着土
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田配
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的要求，目前已
实现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3391亩。”大
慈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同样也是大慈岩镇在全域
整治推进过程中，进行全域规划、整体
设计、综合整治，统筹各类“山水林田湖
草”、重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的
缩影。同时，镇党委、纪委开展土地整
治领域专项督查，严肃查处土地整治中
的违纪违法行为。

3 年的努力，大慈岩全域面貌的改
变不仅体现在扩面提质的高标准农
田。近年来，大慈岩镇通过强势推进美
丽城镇建设、“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四边三化”等工作，统筹推进全域整治
工作和环境整治，针对河道、小微水体、
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提升，并全面提
升纳管率。目前大慈岩镇已拆除“一户
多宅”、土地违法、乱搭乱建共计 8 万余
平方米，新增雨污管网5000余米，优化
村镇建设用地，为发展腾出空间，美化
人居环境。

优化产业布局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在大慈岩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使

得小乡镇也能做出大产业。“目前，大慈
岩镇莲子种植面积达 8000 亩，区域公
共品牌‘里叶白莲’年产值达1.5亿元。”
大慈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合理安
排新增与存量用地供给结构和方向，大
慈岩镇正构建生产高效、生活方便、生
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区域，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同时，通过“公司+集体+农
户”的经营管理模式，促进流转土地
8000 亩，有效带动了现代农业快速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数据显
示，去年大慈岩镇农民人均收入 31356
元，比2019年增长30%。

“近年来，大慈岩镇依托莲产业优
势，大力建设‘荷美小镇’，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也在不断优化‘荷美小镇’的产
业布局。”大慈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荷美小镇”莲子工坊项目为例，该工坊
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表土耕作层
利用至陈店村振清石矿建设用地复垦
项目，达到土壤剥离再利用效果。如
今，大慈岩镇“荷美小镇”成功申报省级
乡村振兴集成创新示范建设项目，获浙
江省财政顶格奖补资金。

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山沟沟里
也能飞出金凤凰。“全域土地整治工作
不仅完善了农业产业基础，也为工业、
旅游业腾出了高质量发展空间。”大慈
岩相关负责人说，去年，辖区内被工信
部评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屹通
新材成功上市。如今，依托屹通新材的
集聚效应，大慈岩镇已经形成了新材料
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产值占全镇总产
值的70%。

大慈岩镇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以“土
地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现代农业产
业”土地综合整治为原则，运用土地综
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大慈岩模式”。

深化农旅融合
三地共建风貌样板区

2023 年，地处建德、兰溪、龙游三
市（县）交界地的大慈岩镇迎来全新机
遇。

“明年，建德、兰溪、龙游三市（县）
将共同打造省级城乡风貌样板区。”大
慈岩镇相关负责人说，为推进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三地将以
城乡风貌县域风貌区建设为契机，积极
推动建德市大慈岩镇与金华兰溪市诸
葛镇、衢州龙游县横山镇三地三镇联动
发展，充分发挥三地山水相连、文化相
近、人缘相亲、产业相融等地缘优势，从
风貌提升、功能提升、机制创新、联动发
展 4 个方面，探索打造跨市高质量发展
集群新样板。

据悉，在这浙江省唯一跨市联动
的城乡风貌样板区的规划蓝图上，描
绘了农业“莲”产图、文旅“连”动图、数
智“联”盟图。“风貌样板区涉及的 3 个
镇莲子种植面积约 2 万亩，是省内最大
的莲子连片种植区域之一，风貌区样
板区的建设，将促进三地交流合作，加
强 人 才 流 通 ，助 力 一 二 三 产 深 度 融
合。”大慈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三地三镇共同建设的风貌样板区将通
过提高莲子产业的管理模式和生产要
求成立“浙硒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建设“浙硒莲”区域公共品牌，为
消费者带来放心、安全、优质的三地生
态优质农产品。

聚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地
还 将 共 同 打 造“ 设 施 共 建 共 享 大 景
区”。在风貌样板区的共享互促旅游
图景中，将以诸葛八卦村景区为文旅
核心点，在大慈岩村、里叶村等共设
置 10 处旅游驿站。并依托诸葛“文旅
大脑”，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
旅游业综合带动效应，着力满足游客
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便捷化旅游
需求。

下一步，大慈岩镇将继续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群众
期盼，不断夯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
果，充分利用城乡风貌样板区及未来乡
村建设契机，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完
善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农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域美丽”的大慈岩
样板，高质量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土地资源提质扩面 富美乡村款款而来

建德大慈岩镇：以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全域风貌提升
陆群安 张寅韬

土地资源提质扩面 富美乡村款款而来

建德大慈岩镇：以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全域风貌提升
陆群安 张寅韬

近日，杭州建德大慈岩镇完成

了为期 3 年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于大慈岩镇而言，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不是为了单一地发展产

业，也不是单一地修复生态，而是

探索了一条全面提升土地价值助

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图片由建德大慈岩镇提供）

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叶南塘小微水体治理新叶南塘小微水体治理

“建德里叶白莲”区域公共品牌

鄞州姜山如画“稻”路丰光
仇 欢 余 璐

灯火璀璨的都市繁华、蕴藏历史的老街新貌、炊烟袅袅的田园牧

歌⋯⋯从城市到城镇再到乡村，“姜山如画”的诗与远方在稻香鄞南·美

丽风景线上精彩呈现。

这条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的风景线全长约30公里，串联走马塘、新张

俞等 3 个 3A 级景区村，甬江村、阳府兴村、茅山村等 11 个 A 级景区村，

美丽无处不在。

“精特亮”创建，以小切口催生大场景，以小改造驱动大变革。一条

稻香鄞南·美丽风景线带动的是城乡从颜值到内涵的系统性重塑，呈现

出未来社区、未来工业、未来乡村等美丽场景，是深化城乡融合的“风景

线”，更是奔向共同富裕的“发展线”。

稻香阵阵
城乡融合有“质感”

秋风吹动谷连天，稻浪金波万里
绵。每年一到深秋，鄞州姜山最不缺
少的就是“金色”风景。

今年国庆黄金周，位于姜山七星
农业公园的 28 亩彩色水稻，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这座公园分农业种
植展示区、“未来乡村”农业体验馆两
大功能区块，通过游步道、生态沟渠、
园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和多彩农
业打造，实现一年四季风景更替“上
新”。

素有“鄞南重镇”之称的姜山，既
是“浙江稻作第一镇”，又是正在打造
中的千亿级“智造强镇”。立足镇域特
点，优化空间布局，姜山通过打造有颜
值、有内涵、有温度的共富“稻”路，由
表及里彰显现代化城镇的亮丽“质
感”。

在城乡环境治理方面“塑形、美
颜、提气质”，姜山坚持治水拆违常态
化、农田整理全域化建设，创意建造茅
山路沿线有乡土气息的公交站，结合
奥运、时尚元素打造杨家弄村停车场、
翻石渡工业园区停车场，合理设置公
共厕所并配套相应无障碍措施，推进
城乡环境更有序、更清爽、更文明。

在基础设施优化方面，姜山不断
注入“幸福力”，一方面升级交通路网

市政设施，加快推进天童南路、东江路
等总投资额达 3.6 亿元的道路改造项
目，建成视觉统一、特色鲜明的旅游导
览系统；另一方面，升级数字建设和慢
行系统，将风景线作为重点区域，实现
城乡智慧管理和智慧导览服务，并对
口袋公园和沿河步道进行统筹规划和
微改造，串联贯通一套城乡旅游慢行
系统。

聚焦产业升级，姜山围绕实现高
质量发展目标，着力优化“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布局，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提

升、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指引，打
造“三生”融合的未来工业社区。目
前，未来工业社区已投入使用，十余家
企业顺利入驻，相关业态已初具规
模。该镇深入推进农业规模化、绿色
化发展，引进龙头种子公司，打造一批
知名农业品牌，让产业发展推动风景
线建设；通过培育文旅产业，挖掘古村
文化，引进农业综合体和文旅项目，促
进农文旅多向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打
开更广阔的空间。

文化串线
田园生活有“质量”

外塑秀美以形，内铸文化以魂，一
条“稻”路，好风光。

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山水与人文
的交织，形成姜山独特的优势，稻香鄞
南·美丽风景线在满足人们对未来都
市生活憧憬的同时，描绘着乡村田园
牧歌式的诗和远方。

如果是丰收时节来到姜山，沿着
茅坞公路就可欣赏到两侧良田万顷，
稻浪翻滚，姜山美丽乡村图景从这里
开始徐徐铺开。姜丽路“一步一景”打

造的特色景观节点，迎来大波游客拍
照打卡，被誉为“最美乡村公路”；宁波
粮食博物馆里 200 余件藏品诉说着河
姆渡稻作农业起源、民间谷仓储粮及
农耕文明的由来；“南来第一山”茅山、
彩虹游步道、狮山公园等节点犹如一
颗颗璀璨珍珠点缀于美丽风景线沿
线。

姜山拥有众多古村、古建筑群，美
丽风景线沿线上就有“中国进士第一
村”走马塘、“千年古刹”西林禅寺、“音
乐之乡”新张俞村、“中国红帮第一村”
虎啸漕村等，一大批传统古建、古桥和
街巷里弄保留历史韵味，文化底蕴深
厚。

当百年古村与“潮生活”相遇，会
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以前的走马塘
村，虽然有荷塘，有明清建筑群，但总
是“留不住人”。今年以来，姜山深度
挖掘走马塘村“耕读传家”“进士文化”
等特色，全新打造“ 赏荷+品咖+喝
茶+周游”的荷塘经济。如今，去走马
塘村喝一杯“荷塘咖啡”是年轻人流行
的打卡方式。随着走马塘村咖啡、奶
茶、轻食餐厅、露营地等新业态的兴
起，走马塘村观光游客“井喷式”增长，
仅“十一”国庆期间，就接待游客近百

万人，并且带动村民参与创业 150 余
人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增长
20%。接下来，走马塘还将打造出 6
个“乡村振兴小院”，进一步促进村民
增收。

随着稻香鄞南·美丽风景线的全
速推进，姜山以点带面串珠成链，将深
厚的文化底蕴外化于形，合力挖掘走
马塘景区、俞丽拿祖居等节点内涵，形
成有特色、有文化、有品质的文化艺术

公共空间。以活动为载体，做足文化、
节庆文章，形成“每季一个主打节庆+
每月一个特色节庆”的文旅节庆活动
新格局；以稻田、乡村、文化为背景，积
极开展“宋韵入画”情境美学展、稻田
生活节、稻田音乐会等文化艺术活动，
着力打造特色活动品牌，扩大国际传
播影响力。

姜山稻香鄞南·美丽风景线的魅
力，得益于自然的馈赠，使如画美景四
季变换；也得益于朝着共同富裕目标
的奋楫前行，让城乡的“丰”光盛景不
断交融升华。

闻着稻花香，坐拥荷塘月；带着繁
华梦，枕倚古村眠。

姜山，何不美哉？
（图片由鄞州区姜山镇提供）

未来乡村体验馆举办首届“在‘姜’来遇
‘稻’你”姜山稻田生活节暨新米发布会

走马塘村享入SHARE U轻食餐厅

水稻机械化作业收割水稻机械化作业收割

姜山镇稻田风光姜山镇稻田风光

姜茅路航拍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