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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萧山城区沿北塘河一路向东，车
子不到1小时就到了梅林村。一拐上梅
林大道，视野豁然开朗，你很难想到，眼
前这条 30 米宽的双向四车道早在本世
纪初就完成了规划建设，道旁的农民别
墅顶着赭红色的屋顶，即便现在看来也
不落俗套。

“听说，当时有村民觉得疑惑，一个
村，有必要建这么宽的路吗？现在看来，
可能有些还不够用呢。”梅林村第一书记
孔高敏告诉我，如今村里建有青少年分
宫，教育资源与萧山区青少年宫贯通，根
据周边家庭需求开设了画画、朗诵等课
程，每逢周末，梅林大道车流不息。

梅林村无疑是超前的。1998 年 11
月，村里联合村企爱迪尔集团成立村厂
合一的梅林爱迪尔集团党委，高起点规
划实施了集“工业厂区、农业园区、住宅
楼区”于一体的“三区合一”新农村建设，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村级别墅式小区和绿
地连片的中心公园。

2002 年 12 月 15 日，习近平在杭
州市萧山区考察，除了走访企业，还
专程到党山镇梅林村调研。

看着村民们脸上的笑容，习近平深
有感触，提出要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
化、全面发展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
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

当时的浙江，像梅林村这样村容整
洁、规划有序、百姓安居乐业的村还是
少数。萧山作为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
的第一个县（市、区），在开展小康型村
庄试点建设时设置了布局优化、道路硬
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环
境美化等 6 个具体指标。据了解，这

“六个化”，后来成为全省村庄整治的目
标，梅林村也由此成为“千万工程”重要
源起地、可以借鉴参考的新村庄之一。

都说“老典型”最难讲出新故事，梅
林村却新事不少。占地 19 亩的美好生
活中心，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村委
委员王官方的手机里，还存着改造前的
模样。他告诉我，现在村里生活比城里
一点不差：乡村书房和区级图书馆打通
了借还功能，影厅到周末就会放映最新
大片；老年食堂即将投运；新建的乡村宴
会厅，可以承接喜宴；屋顶的光伏板代表
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趋势⋯⋯

最受村民欢迎的是智慧化的卫生

健康服务。对梅林村、车路湾村 5870
位村民实行分级健康管理早已不稀奇，
全科医生陈约瑟说，两年前梅林村开始
试点推进“慢病配药不出村”服务，通
过区里的健康大脑，他可以帮村里的慢
病患者申请原先必须要去三甲医院才
能配到的药，这些常备药品可直接配送
到村。

“无论村子怎么变，村民始终是主
角。美好生活中心应该有什么，都基于
前期对村民的需求调研。”孔高敏说，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每一位村民的归
属感、参与感很重要。梅林村结合村规
民约，以积分形式激励村民主动参与数
字村庄自治。现在，村里的志愿活动经
常像演唱会门票一样要靠“抢”的；在村
里的党群驿站，村民可以凭积分兑换各
种生活用品。此外，村民还可以用积分
发布求助信息。我翻了翻“邻里帮”频
道，最新的一条“悬赏”是需要两个“熟
练工”一起帮忙把油菜籽拍籽、扬清，奖
励1000积分。

走在村里，梅林村温馨的小日子让
我很羡慕：河边多了一条智慧跑道，人脸
登记下，会自动计算你消耗的卡路里；家
家户户的围栏、篱笆种上了各色花草。

“围墙是这两年变低的。”村里的垃圾管
理员朱百华对村里的角角落落了如指
掌，“以前都是高围墙，大家各管各的，庭
院里也堆了不少杂物。现在，墙变矮了，

庭院变好看了，邻里间说说笑笑也多了
起来。”

走着走着，我又被一张招工启事吸
引。新开的乡里鲜市正缺人手，超市老
板楼振刚是绍兴人，每天开车半小时来
这里“上班”。他告诉我，村里人最常买
的是海鲜和水果。“之前被朋友推荐来这
里看了看，发现这个村确实不一样，还有
青少年宫，看我超市这位置，路线四通八
达的，生意应该不会差。”楼振刚说，现在
他琢磨着增加快递驿站板块，把生意做
得更热闹。

以前到梅林，看的是房子是马路，现
在，我看到的是人。从“物的新农村”向

“人的新农村”的转变，我想这是20多年
来，梅林村最大、最可喜的变化。

这就是不一样的梅林村，一头连着
“千万工程”的源起，另一头，谋划着乡村
未来的无限可能。

满足村民期盼，萧山梅林村——

这里盛产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祝 梅 通讯员 李 展 高 路

编者按：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本报今起推出《浙江乡村72变》栏目，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致富、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角度，展现

“村美、人和、业兴、民富”的生动实景图，通过记者亲历反映“千万工程”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首期聚焦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调研过的萧山梅林村、奉化滕头村和磐安乌石村。

走进滕头村，就好像走进了一片“世
外桃源”。

说它“世外”，看似并不贴切。高速
下来，一路大道通途，不到 10 分钟就能
到达村口，高大的木质牌楼上，“滕头”两
字赫然其上，时刻提醒着来往人们，这
里，坐落着一个美丽乡村；

说它“世外”，也贴切，因为这里“绿
树成荫花果香，清清渠水绕村庄”，风景
美得出众，仿若带着仙气，村民们笑容中
的幸福感也格外浓，人与自然共同“绘”
出一幅安定富足的和美画卷。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滕头村，但
关于滕头的故事已经多次读到——

2003 年 5 月，习近平又来到滕头村
考察。

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一讲起村里的
故事，嗓音都响了几分——早在 1993
年，村里就成立了村级环境保护委员会，
上任何项目都先由环保委把关。

习近平听着，有感而发：一个人如果
家里很整洁、环境很好，做人做事的信心
也会提高，人改变环境，环境反过来也能
影响人。

“这更加坚定了我们为中国乡村树
立起绿色发展典范的决心。”村环保委负

责人傅德明说，滕头村始终坚守绿色发
展“红线”，对进村项目执行严格的环保
审查，看似牺牲了不少外来投资，实则为
更优质的项目留足了空间。

“我们已经否决了 50 多个项目，同
时也有近 80 个项目进村，事实证明，蓝
天碧水与村民富足可以兼得。”滕头人说
得很自豪。

这些年来，坚持绿色发展的滕头村
村民，的确变得越来越自信而好客。“进
来，在我家吃午饭吧，我和老伴两个人，
平时每顿至少5个菜呢，菜蔬都是自家种
的，新鲜得很！”在村东面的生态居住区，
一栋栋别墅式农宅规划齐整，正在门前
院子里修枝松土的村民傅杏坤热情招
呼，领我们到放着一整套红木家具的客
厅做客。窗外，白鹭低飞，繁花盛开，清
清河流从青青草地间潺潺流过。一阵阵
穿堂风吹来，凉爽中带着淡淡的花香，混
在温热的饭菜香里，令人身心沉醉。傅
杏坤告诉我，过去他走南闯北做苗木生
意，最近，村里在家家户户门前新造了矮
墙，围出近 150 平方米的院子，于是，他
过上了种菜养花的清闲日子。

“村里把‘生意’经营得很好，我们也跟
着沾光。”傅杏坤透露，每个月村里每位村

民都能收到1500元福利金。傅杏坤口中
村里的“生意”，是滕头村在历任村党委书
记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村集体经济。如
今，以生态连锁酒店、环保材料、园林绿化
等为代表的生态产业已成为滕头村集体经
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收入来源。

现在滕头的目标，是带动周边实现
村村绿富美。“我们正推动实现跨村域甚
至跨区域的组团发展。”滕头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傅平均表示，目前，滕头
村已联合周边 6 个村共同组建了区域强
村公司，带动联建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年
均增长 23%；并通过产业帮扶河北、四
川、新疆等地的相对落后村增加就业岗
位 1000 余个，落实资金 1000 余万元落
地8个产业项目。

“来，尝一尝我们在河北阜平店房村
资助当地企业推出的‘蜂蜜矿泉水’。”傅
平均递给我一瓶包装新颖的矿泉水，一打
开瓶盖，藏在其中的金黄色的蜂蜜迅速融
入水中，尝一口，味道清甜。他告诉我，手
中这瓶“幸福水”每年有 1800 万元产值，
助力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大幅增长。

一村独秀不是春，滕头村折射出的
生态绿色发展力量，必将带动更多中国
美丽乡村走向进阶与蝶变。

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奉化滕头村奉化滕头村——

绿色是最动人的底色绿色是最动人的底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来逸晨来逸晨 通讯员通讯员 陆鑫杰陆鑫杰

浙江乡村72变

乌石村是磐安县尖山镇的一个下
辖村，原名管头村，是个三县边际的高
山村。

这样的村，发展其实挺让人头
疼。看似三县交界很热闹，有山有水
很美好，但现实中很多这样的村由于
地理位置偏僻往往十分冷清，更别说
发展产业了。

不过，管头村走出了“别样的行
情”。开车从金华到磐安再到管头村，
需要整整两个小时。到了村里，我很
惊讶：这里竟然有 200 多家农家乐
4200 个床位，每年吸引游客约 80 万
人次、营业收入近 1.6 亿元。这样红
火，管头村人自己都没想到。

2006 年 6 月 13 日，习近平来到
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调研当地农
家乐发展情况。当时，管头村的新
村已经造好，但产业发展仍然存在
问题，除了种茶，村民缺少别的收入
来源，刚开业的四家农家乐，已有两
家因为游客稀少、生意冷清而准备
转行。

“习近平同志听说后，鼓励我们要
有信心。他说，农家乐是朝阳产业，前
途无量。他告诫我们，发展旅游经济
必须要有好的生态环境。”时任管头村
党支部书记张威平回忆。

张威平现在是乌石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经过古村修复、新
村建设，曾经的管头村整合周边 6
村后，更名为乌石村。村更大了，同
步更新的还有村民蒸蒸日上的幸福
生活。

我们来到怡情石屋时已经过午，
还有一批客人在围坐聊天。这是当年
村干部张财瑶带头兴办的第一户农家
乐，随着规模扩张，现在老四合院里仅
供餐饮，另开发一处老屋作为住宿场
地。“旺季每天人流量有 250 个到 300
个人，9 个包间都要‘翻桌’吃饭。”餐
馆负责人何连尧说。

走在古村的街巷里，两旁黑色石
头砌成的老屋颇具特色，它们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村民们大多前店
后屋，向游客售卖着土特产和磐安小
吃。“以前是辛苦不赚钱，现在是赚钱
不辛苦，我们这里啊，真的是‘点石成
金’喽！”经营“乌石老街一号店”的张
阿姨说。

从过去愁没人来，到现在工作日
游客络绎不绝，这里的村民坚持走着

“发展旅游经济”的路子，渐渐摸索做
大生意的秘诀。“村里客流量越来越
大，我们就回来和磐安药材市场、种植
基地合作，开了铁皮枫斗、人参等特产
的直销店。”张阿姨说，这十多年里店
面逐渐扩展到三间，旺季一天收入就
有上万元。2019年，张阿姨的儿子大
学毕业，也返乡加入家里的生意。“我
们想通过网络扩大销路，他比我们懂
技术、懂营销，正好帮忙做电商。”她
说。这样的返乡青年、外村创客不在
少数，他们开农家乐、经营土特产生
意，也有人开发茶馆、酒馆、古玩店等
新业态，为老屋注入活力。

我们边走边聊，来到新村三期凤
凰新区。这是一个山顶平台，近处可
以看到村里的成片梯田，极目远眺是
新昌和天台的连绵山脉。第一排别
墅坐拥好视野、好空气，有 6 户经营
起了高端民宿，村民张炎光开办的

“清心居民宿”就是其中之一。“原先
我们做茶叶买卖，村里鼓励农家乐之
后我们也开过饭店。”她告诉我们，考
虑到要和其他农家乐形成差异化发
展，夫妻俩计划走高端路线。2014
年，他们投资 700 多万元兴建山顶别
墅，自住之余开发 8 间民宿。“现在民
宿每年可以创收 20 万元至 30 万元，
去年我们改造提升了住宿设施，今年
还计划打造茶文化主题民宿。”张炎
光说。

近几年，为了助推乡村产业的振
兴，乌石村没有停下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的脚步。比如村口开办了土特产市
场，已有 60 多家商铺入驻；完成“两
山”体验馆、文化长廊、栈道、慢行环线
等旅游项目建设，不断拉近游客与自
然的距离。在停车场边，一座四方的

“磐安心意乌石驿站”刚刚落成，等待
运营团队入驻。“我们从去年开始打造
未来乡村，一批项目陆续建设、投运。”
张威平说。

自“千万工程”起步，这座高山村
里古树梯田和游乐项目相得益彰，乌
石老屋和新式民宿相映成趣，村集体
经济从2003年的3500元达到去年的
100多万元，未来还将继续扩充“美丽
经济”的内涵。

做强特色旅游，磐安乌石村——

美丽经济点石成金
本报记者 胡静漪 金思成

做强特色旅游，磐安乌石村——

美丽经济点石成金
本报记者 胡静漪 金思成

原 来 的 梅 林
文化中心现在已
被面积更大、功能
更齐全的美好生
活中心取代。

受访者供图

祝 梅祝 梅梅林村看起来“不
像个村”。这不是说它
的属性变了，而是它所能承载的功能正不
断接近城市的“配置”，让生活在村里的人
享受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这种变化，是
浙江持续推进“千万工程”20年所不断追求
的：让城与乡相向而行、渐行渐近。具象化
到每一个村，则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实际
情况去做更有方向的建设和“有机更新”。

“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建什么”，这是
浙江打造未来乡村的原则。万千美丽乡村
朝何处去？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循着这一
方向，“千万工程”就有持续进化的方向，也
能深入、赋能到乡村振兴的角角落落。

记者手记

乡村，是所有人居环境中，人与
自然最为贴近的区块。千万工程引
领下的浙江乡村，幸福感正变得越
来越浓。在滕头村走访时我深深感
受到，这个浙东小村之所以能够如
此 出 类 拔 萃 ，斩 获“ 全 球 生 态 500
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等世界级
荣誉称号，正在于它的发展始终以
人为本，将保护生态环境视同于保
护村民自己的身体一样。

滕头人的幸福，便在于不仅“身
体好”，而且“钱包鼓”，这离不开全
村人一条心，坚持集体经营的道路，
也离不开始终如一的“绿色”发展底
色，用一种“敢为人先大胆试、改革创
新大胆闯”的奋斗精神，在不同的时
代背景下踩准发展鼓点，一步步积累
财富、经验与智慧，让幸福生活绵远
流长。

记者手记

尽管拥有独特的古迹和风景，乌
石村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村干部带头
的创业决心和村里人劲往一处使的齐
心。

他们积极响应“千万工程”，用挖
土机在山顶推出一片发展空间，修水
泥路、接自来水管网、建污水处理设
施，2004 年被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建
设示范村；如今又积极建设未来乡村，
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他们竭力谋产业发展，为了办好农

家乐，村书记背着土特产跑景区学经
验、跑上海拉客流，渐渐聚拢人气。当
初制定的“四统一”管理模式，随着客流
提升、业态丰富，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乌
石村的未来已交由村民创新发展。

向内挖掘优势、向外开拓市场，用
创业精神搞好乡村建设，偏远高山村
的日子一样甜。

记者手记

乌石村航拍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在 乌 石 村 凤 凰
新区，清心居民宿业
主张炎光（右）向记
者介绍办高端民宿
的历程。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滕头村内月亮湖航拍滕头村内月亮湖航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像保护身体
一样保护环境

用创业精神建设乡村

城乡相向而行城乡相向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