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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之本
生态为先底色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即
为“淳”之本。

淳安坚决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优
先”的原则，把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中群众最有获
得感的民心工程，坚持标本兼治，让生
态更美丽。

东树坑村坐落在一个狭长山谷，一
条大路贯穿全村，两侧青山绵延，好山
好水好空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这
个典型的偏远山区村实现了从养猪专
业村、到快递专业村、到旅居康养村的
三次转型蜕变。

十 年 三 变 ，东 树 坑 凭 借 的 是 什
么？“环境”“生态”才是东树坑村立村之
本、发展之基，“我们就是要把好环境当
饭 吃 —— 这 才 是 一 碗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饭。”东树坑村党支部书记方国旗说。

2010年前后，东树坑村成为小有名
气的养猪专业村，由于严格的环境保护
要求，几年后，东树坑村又主动转型为快
递专业村。通过实施市县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开展四清四美、环境有机更新等行
动，东树坑村变成了一步一景的美丽山
村。如今，东树坑村与杭州千岛湖氧心
谷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打造旅居康
养的 2.0 升级版，项目落地实施后，村集
体每年增收40万元，村民每年每户可增
收3万—5万元，走出了农村闲置资源转
为发展资金的“东树坑”之路。

东树坑村并不是个例，洞源村紧扣
“‘杏’福洞源”主题，提升村庄环境，打
造精品村。生态保护、文化保护等内容
被写入村规民约，成为村民共识。如
今，千年银杏成了人们游山赏景、访古
问今的胜地，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踏
秋“寻杏”。

红山岙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积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盘活优
质的绿水青山资源。栽下梧桐木，引来
金凤凰。2020 年引进宁波华东城集团
投资建成红山谷景区项目，以全村的山
林资源入股，实现资源变股本，打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每年
为村集体带来30万元的保底收入。

淳安坚持治理、保护、发展协同推
进，打造全域共美的人居环境：打出农村
人居环境百日攻坚、村庄清洁行动四季
战役、“最美村、最脏村”评比、迎亚运城
乡环境品质提升等行动组合拳，为杭州
亚运展现“千岛碧水画中赛”的独特魅
力，打造“绝版山水、绿色亚运”的中国样
板。

同时，淳安探索全民共管的管护
方式，坚持“政府主导、村级主

体、全民参与”的共商共建
共享美丽乡村建设机制。

比如在茶合村，这
里 实 行“ 党 员 网 格

化 ”管 理 制 度 ，
每 个 党

员既是劝导员又是管理员，还是清洁
员，管好自家的“一亩三分田”，还能带
动周边村民种好保洁“责任田”，实现

“村无保洁员、人人都是保洁员”的共治
共管局面。

“淳”之兴
创新“三体”后劲足

将创新融入发展血液，探索“三体”
新模式，是“淳”之兴的关键所在。

淳安立足县域县情，推进理念创
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 探索与实践
淳安乡村振兴“三体”新模式，即乡村振
兴联合体、产销共同体、新型帮共体，让

“绿水青山”在持续增值中充分释放发
展动能。“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改革
创新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浙江
省改革突破铜奖，产销共同体、新型帮
共体模式入选杭州市乡村振兴优秀实
践案例。

走进“梦开始的地方”——下姜村，
从“土墙房、烧木炭、半年粮，有女莫嫁
下姜郎”的穷山窝蜕变成“先富帮后富、
区域共同富”的“大下姜”，这里探索出
了一条以下姜村示范引领、区域联动、

共赢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2019 年 6 月，淳安县按照“跳出下

姜、发展下姜”的思路，在不打破行政区
划的前提下，下姜村携手周边24个村庄
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

2022 年 5 月，由政府、社会、慈善机
构、企业、个人等多方共创共建的“大下
姜共同富裕基金”启动。2023 年春节
前，“大下姜”区域内的枫树岭、大墅两
个镇 31 个村 773 户低收入农户共 1043
人收到了近40万元“分配”。这也是“大
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成立以来，首次
为低收入农户发放红利。

“大下姜共同富裕基金”只是其中一
个方面，如今，“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
探索出“乡村振兴联合体+专项基金+慈
善信托+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可持续
富民集成创新模式，带动集体增富和村
民增收。2022年，联合体覆盖区域25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2617.84 万元，
经营性收入1355.58万元。

创新不止步，淳安县农业农村局与
海亮集团旗下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签
订千岛农品合作协议，探索打造产销共
同体模式。双方通过“注册一家明康汇
分公司、建立一批优质农品基地、建设
一座生鲜分拣中心、打造一个千岛农品
窗口、成立一支专家技术团队、探索一
类联结共富机制”等举措，推动千岛湖
生态农品优质优价和农民增收，加快打
造大型民企集团助力县域共同富裕的

“政企合作”标杆。
既有政企合作，也有结对共建。淳

安统筹山海协作、区县协作、三百帮促
等力量，引进滨江等集团企业，深度打
造新型帮共体。其中滨江集团与王阜
乡胡家坪村联手打造云顶桃园项目，计
划投资 5 亿元打造集避暑纳凉、休闲观
光、高山农事体验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
项目，一期项目已投入运行。

淳安通过各类项目建设推动村
容村貌、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以项目
建设吸纳一批、劳务输出安置一
批、返乡创业带动一批的方式，让
村民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依托
企业自有品牌、市场和客户群体，让
生态环境、农产品等“绿色资产”得以
变现增值，实现企业、村民共建共享。

“淳”之味
乡风文明幸福长

传承乡土文化，让美丽乡村保留乡
土模样，是淳美乡村的“淳”之味。

文化是乡村的根，根深才能叶茂。
淳安深知，只有全面繁荣兴盛乡村文
化,乡村振兴才有深厚的文化自信。

“书香梓源、文佳故里”，梓桐镇因
文而兴、得文而美、缘文而盛，是杭州市

“市级民间书画之乡”。“一幅画，一亩
田，坐在家中就挣钱”是梓桐镇村民的
真实写照。

“蚁巢”艺术馆里，艺术家和本地
农民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在府前街书
画院，国画大师姚连桥正泼墨画牡丹
⋯⋯“两院两馆两园两地”艺术阵地不
断点亮乡村魅力，这里成功摘下全县
首批市级研学基地招牌，成为中国美
院、浙师大等 28 所高校和陕西、杭州国
画院等 8 所专业画院固定写生基地。
梓桐镇书画写生、研学培训、婚纱旅拍
等文旅文创产业蒸蒸日上，截至目前，
今年共接待游客约 25 万人次，产值约
750 万元。

浓浓“乡土味”，还体现在屏门乡的
睦剧中。睦剧原名“三角戏”，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睦剧之乡”屏
门乡，每到傍晚时分，11 个行政村文化
礼堂里就会飘出动听悦耳的睦剧腔调，
吸引村民驻足观赏。每年春节或重大
节庆活动，睦剧也妥妥地占据“C”位。

屏门乡邀请10余名省市著名戏曲、
戏剧专家，共同助力睦剧文化传承和发
展，专门成立了屏门睦剧学校和王姝苹
工作室，培养新一代睦剧学员 100 多
名。同时，举办睦剧文化旅游节，每年
促进农特产品销售 150 余万元，增加旅
游收入100余万元。

那边睦剧唱罢，这边清廉家风吹
来。在汾口镇汪家桥村，有省级文保单
位汪氏家厅、保存完整的明代圣旨、象
征廉洁的草鞋文化及每年举办的传统
节庆活动“六月初六晒圣旨”，汪家桥村
围绕省文保单位汪氏家厅建设廉政宣
教广场，打造“仁义廉礼孝”长廊等特色
地标带，同时将孝文化与公园、党建宣
传栏等固有景观点位相结合，修整公
厕、停车场、彩虹道路等基础设施，将

“廉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

（本版图片由淳安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孙家畈村田园风光孙家畈村田园风光

从空中俯瞰淳安，一湖秀水满

目青山，一座座美丽乡村，就藏身在

无边无际的绿色风景之中。

自 2003 年“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启动以来，淳安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

断把“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产

业”，描绘“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

画、一乡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淳

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共美共富新画

卷，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的“淳美”样

本。

淳安实现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全覆盖、省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

创建全覆盖，先后荣获全国“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县、浙江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

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优秀县、浙

江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胜县、浙

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县、

浙江省公厕改造工作优秀县等荣誉

称号，成为浙江“千万工程”的美丽

窗口。

淳安：山水之间 遇见淳美乡村
孙 俊 余文海

千岛湖——黄山尖眺望

屏门乡—国家级非遗：睦剧之《南山种麦》屏门乡屏门乡——国家级非遗国家级非遗：：睦剧之睦剧之《《南山种麦南山种麦》》

下姜村全景 王建才 摄

精品线路：淳杨和美共富精品线，沿线包含上
江埠驿站、五堡村、孙家畈村、下姜村。

特色推介：该线路沿着全国十大最美农村公
路——淳杨线，以大下姜为纽带，串连起珍珠般的
和美乡村，完美融合山水田园风光，打造淳安第一
条共富示范带。

线路名称：千汾线运动文化旅游线，沿线包含
严家村、桂溪村（沪马探险）、文渊狮城、芹川村。

特色推介：该线路以醉美公路千汾线串联，打
造“运动+文化”特色旅游线。

线路名称：千岛环湖近郊休闲旅游线，沿线包
含文屏村、汪家村、青田村。

特色推介：该线路以民宿休闲和农事体验为
主旋律，全线打造休闲精品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