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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十百千”
重塑乡村生态

在万物繁盛的夏日，行走在南湖
区新丰镇镇北村，满目绿荫掩映着白
墙黛瓦，盆景花圃点缀着乡间道路，
移步换景，风光无限，令人赏心悦目。

从“城美”到“村美”，从“农村服
务城市”到“城市反哺乡村”，南湖区
村容村貌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是理念
之变、发展之变。

“城与乡是一个整体，城市发展起
来了也不应该忽视乡村。必须持之以
恒地加大对乡村的重视与投入。”南湖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长久以来，乡村的人口、资源大力输入
城市，造成了乡村卫生环境、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等落后于城市。

“千万工程”的出发点就是补上
乡村的短板，让城乡共享美好生活。
为此，南湖区坚持城乡共融推进“千
万工程”建设，不断推进美丽乡村迭
代升级，加快绘就“使命传承 诗画江
南”的和美乡村全景画卷。

在政策机制层面，制定《南湖区农
村人居环境全域美丽工作激励奖补（试
行）方案（2022—2025年）》，建立“每日
做、周周查、月月赛”、村级交叉互查、红
黑榜、“两两PK”等工作机制，常态化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自查自纠行动。同时，

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百日攻
坚”行动，瞄准重难点环境顽疾，攻坚克
难，使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观，实现由
绿起来到美起来的大幅跃升。

目前，南湖区已实现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镇全覆盖，建设省级新时代美
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 1 条，成功创
建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17 个、
3A 级景区村庄 10 个、市级美丽乡村
特色精品村 12 个、市级美丽乡村精
品线 7 条、区级示范点 60 个，7 个村
列入省级未来乡村创建村。

成绩属于过去。以“千万工程”
实施 20 周年为起点，接下来，南湖区
将继续深化“千万工程”，重点推进

“一十百千”（每年创一个和美乡村示
范片区、十个和美乡村示范村落、百
个和美乡村示范网格、千户和美庭院
示范户）行动，着力描绘“城乡和美、
全域共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做深“产业融合”
激活乡村业态

眼下随着气温的升高，时令水果
进入采摘期，南湖区美丽乡村的人流
量也迅速上升。在联丰村王祥里，农
家乐民宿一房难求，新开业的“村口
咖啡馆”“音乐茶吧”人气爆棚，周末
日均人流量超2000人次。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美
丽风景只有转化为美丽经济，乡村才
更有生命力。

南湖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
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坚持农文旅深度
融合，大力开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引
入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乡
村 IP，将“姿色”巧变“资本”，将乡村
打造成景区，有效增强农村集体经济
造血功能。

“精神传承·使命永恒”党建引领
美丽乡村精品线中凤桥镇串联三星
村三星窑、乐淘馆、梅花洲，联丰村王
祥里，永红村嘉新·尚生活馆、神润斋
等节点，将三星村的桃“IP”、永红村
的鲜花产业、联丰村的新业态融合起
来，展现了南湖党建引领村民致富的
精气神。

“美好‘姜’来幸福路”美丽乡村
精品线中新丰镇围绕当地生姜、槜李
特色产业，结合村民创业奋斗历程，
将镇北村玉米迷宫、民丰村清园农
庄、竹林村学稼公社、高以永史料
陈列馆、净相村礼风社、槜李园等
业态串联成线，
打造一条以
创业奋斗
获 得 幸
福 生
活的
甜
蜜 之
路。

此
外，还有大
桥镇“文明之
源·时代之光”线
路融入云东村的蔬菜和花卉产业，

“新时尚研学之窗”线路串联凤桥镇
的鲜切花和大桥镇的小龙虾产业
⋯⋯通过产业融入、业态激活，2022
年南湖区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超过
9190万元。

目前，南湖区已建设田间自然学
校、梅花洲等 14 家劳动实践基地、4
家中小学研学教育基地，形成了“凤
鸣学堂”“清风竹韵高以永”“生姜企
划日”“农事体验家”等特色乡村研学
课程。今年一季度，接待中小学生研
学近1万人次。

“南湖区作为嘉兴的主城区，乡
村具有位于城郊的区域优势。正与
专业院校积极合作，联合文旅、教体
等部门谋划未来乡村运营，发展‘泛
研学、全龄研学’业务，进一步挖掘乡
村的价值，全力打造‘缤纷南湖 研梦
田园’乡村研学特色品牌。”南湖区农
业农村和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打造“和美小院”
重现乡村活态

一个小院就是一方天地。走进
大桥镇云东村方家浜，干净整洁的村
道、清澈见底的村河，以及随处可见
的景观小品，都让人眼前一亮。

云东村每家每户庭院
都挂着一个人居环境信息

牌，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可
以得知该农户的庭院信息。作为

省级未来乡村，云东村还以花果蔬
菜特色产业和“云数字+”为切入点，
打造了“云上花园”和各具特色的、可
供挑选的优美庭院“样板间”，整个乡

村已经成了可看可学可复制的优美

庭院样板片区。

云东村只是南湖区扮美扮靓“小

菜园”“小果园”“小花园”，以乡村环

境“微改造、精提升”推动城乡面貌全

域升级的缩影。南湖区大力推广“三

小园”模式，鼓励村民参与房前屋后

闲置土地整治。截至目前，全区成功

创建优美庭院18353户，推选区级最

美家庭100户、绿色家庭100户。

如今，在重塑乡村生态肌理的

基础上，南湖区在“红船精神”指引

下深化践行乡村振兴，结合家庭农

场、农户特点，村党组织带领村民，

探索发展“院落经济”，赋予和美乡

村建设，创新“和美小院+”多业态发

展 模 式 ，努 力 实 现“ 小 院 子 大 精

神”，使南湖畔的“红”不仅“红火”在

村民的院子里，还“火红”到村民的

心坎上。

通过打造一个个“和美小院”，提

升一批标杆性的“家庭农场”，乐居乐

活乐享的南湖将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在水乡的南湖小院，品小院“村”茶，

配南湖小食⋯⋯届时，每一个南湖小

院都是一扇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窗口。
（图片由南湖区农水局提供）

有人向往城市的热闹繁

华，有人喜欢乡村的宁静悠然，

而嘉兴市南湖区，却充分发挥

作为嘉兴市中心城区的地理优

势，坚持城乡共融推进“千万工

程”建设，使左手诗意、右手繁

华的生活在这里成为现实。

以嘉兴市区为圆心，以 20

公里为半径，驱车半小时左右

便可抵达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

例联丰村、省级未来乡村永红

村、胥山遗址公园所在地胥山

村等美丽乡村，感受红色文化、

清廉文化、吴越文化，体验“一

米 菜 园 ”、田 园 烧 烤、农 事 生

活。这里是嘉兴市民休闲度假

的优选之地，也是长三角都市

圈里的“后花园”。

浙江“千万工程”实施 20

年来，南湖区始终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新型城镇

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生

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改革发

展成果城乡共享，具有南湖特

色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乡村振兴

之 路 。 2022 年 城 镇 化 率 达

8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45528 元，城乡居民收入

比值 1.45，成为全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最小地区之一。

南湖区：城乡共美共融 圆都市田园梦
黄丽丽 孔 燕

胥山遗址公园胥山遗址公园

凤桥镇桃花盛开，游人如织。

周末美丽乡村亲子游周末美丽乡村亲子游

王祥里王祥里““音乐茶吧音乐茶吧””

（图片由仙居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美丽新画卷

仙居：美丽乡村踏歌向未来
施 翼 蒋雨晴

山水相依仙乡美。近年

来，台州市仙居县委、县政府始

终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八八战略”等发展理念，高

度重视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

“千万工程”建设，自2011年创

成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先进县

以来，对标“重要窗口”目标定

位，立足“四大片区”、发力“四

大突破”、昂扬“四种状态”，打

造“四个仙居”，2019 年创成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县，2022 年又

荣获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

范县称号。

仙居县以建设新时代美丽

乡村共同富裕示范为引领，推

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蝶变，

奋力谱写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

市建设新篇章。
环境秀美

人居环境更显“高颜值”
仙居，一个有着上万年农耕文

明史的江南小城，“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诗意格局中，“粉墙黛瓦、绿

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乡
村为绿色仙居增添了无穷魅力。

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美丽乡村建设，环境

是基础，仙居县委、县政府将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主抓工作之一，
成立仙居县环境革命办公室，专班

人员专项抓落实，把环境革命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关

键招”。
治污改厕，源头

整 治 扮 靓 乡 村 。
自2014年“五水
共 治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仙 居
县治污先行，全

面启动农村卫生
改厕、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等工作，守护
农村环境洁净美。截

至 2021 年，仙居县无害化卫生户厕
普及率达到 100%。目前，全县农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行 政 村 覆 盖 率
76.51%。2022 年，全县实现 30 个
30 吨及以上的污水治理终端标准化
运维。

垃 圾 革 命 ，完 善 机 制 分 类 处
置。截至目前，仙居创成省级高标
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13 个、市级
垃圾分类示范村 45 个、县级垃圾分
类示范村104个，全县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实现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兑
换点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 64%以上、资源化利用率基
本达100%，无害化处理达100%。

巩 固 提 升 ，打 造 人 居 生 态 环
境。目前，仙居每年落实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绩效考核专项资金 270 多
万元，今年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资金投入约 2 亿多元，村庄整治
提升100多个，“三绿”模式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2022 年 5 月，仙居白塔—淡竹
“神仙画游”省级县域样板区入选浙
江省首批城乡风貌样板区名单，并
争创“城乡风貌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样板区”。

风尚淳美
历史文化村落愈显“高气质”

仙居历史悠久，早在约 7000 年
前，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下汤新
石器遗址，是台州文明的发源地，诞
生了一批又一批历史文化（传统）村
落。仙居县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结合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和拆违
治乱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内外兼
修，多管齐下，外抓生态，内蕴文化。

传承保护特色文化，提升“风尚
淳美”的内涵。仙居县着力将历史
文化古村落打造成美丽乡村的亮
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目前，仙居县
39 个传统村落（国家级 35 个、省级 4
个）和61个历史文化村落（省级重点
村 8 个、一般村 53 个）已全部完成保
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确保规划设
计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其中，白塔
镇高迁村、田市镇李宅村、皤滩乡山
下村、埠头镇埠头村等 5 个重点村建
设均获省三年绩效考评优秀，另外 3
个在建。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乡村文化，
仙居县聚焦“找故事”“说故事”，注重
挖掘乡土故事，打造文化特色，积极完
成跟着节气游乡村电子地图应用等。
2016 年，仙居圆满完成 40 个村的千
村故事和41个村的千村档案编撰工
作，入选省千村故事丛书，并全部在省

“千村档案”数据管理系统中导入相关
数据，保质保量完成相关建设任务，获
得省档案局等上级部门肯定。

在建成23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
村的同时，仙居还全面理清了历史文
化村落的家底，记录了各类村落的多
样性原生态信息，推进村级档案的规
范化管理，充分发挥档案记录历史、
服务现实的作用，让村落的历史文化
遗产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利用。

全域大美
美丽经济尽显“高水准”

钟灵毓秀的山水景观，引来八
方游客；质朴醇郁的乡风乡愁，激荡
旅人情怀⋯⋯近年来，全域美丽为
仙居打开了美丽经济的广阔空间，
美丽成为仙居的一大标签。

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全面对标创新强美、
产业壮美、环境秀美、数智增美、风
尚淳美、生活甜美“六美乡村”标准，
仙居历经多年精彩蝶变，走出一条
乡村振兴至美路径。

产 业 融 合 ，催 生 美 丽 经 济 效
益。2022 年，仙居县创建“神仙大
农”区域公共“金招牌”。目前，“神
仙大农”产品已覆盖 9 大类，257 款
产品入驻，完成全县面上生鲜农产
品共计480家。“神仙大农”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工作纳入健康浙江行动市
级示范样板培育计划，“神仙大农”
山茶油入选浙江省第一批“263 共富
农产品”，“神仙大农”小罐茶获2022
浙江农博会新产品金奖。

打造精品，带动美丽乡村升级。
截至目前，仙居县创成省级美丽乡村
风景线3条、美丽乡村示范乡镇9个、
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26个；市级美丽
乡村风景线 2 条、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13个、星级美丽乡村59个、美丽乡村
精品村 31 个；县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46个、美丽庭院示范乡镇5个、示范村
108个、美丽庭院示范户13905户。

串 珠 成 链 ，处 处 美 景 步 步 可
观。仙居县2023年第一季度旅游接
待总人次为 119.27 万人次，同比增
长18.3%；总收入为13.74亿元，同比
增长33.7%。

聚 焦 人 本 ，着 眼 未 来 乡 村 创
建。仙居县目前已完成建设未来乡
村 2 个（其中白塔镇上叶村获评优秀
等次），在建未来乡村6个，着眼于人
本化，重点打造一老一小和数字化
场景，让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同
时，仙居全域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
发展水平，开展未来乡村、数字乡
村、亲农在线、五环智控、东篱之家
等诸多场景应用，为农业农村数字
化发展和未来乡村建设注入新活
力。

“未来”已来，描绘乡村振兴新
图景。未来乡村建设的号角，已经
在仙居吹响。

朱溪镇杨丰山村梯田

白塔镇高迁村

白塔镇感德村白塔镇感德村白塔镇感德村

白塔镇上叶未来农场全景图白塔镇上叶未来农场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