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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晋为善地，号山水清远。”

从两千年历史传承中走来，吴兴，正

以人文之厚、生态之美、产业之兴、

人气之旺，绘制“新时代吴兴山水清

远图”。

今年是浙江“千万工程”实施

20周年。20年来，“千万工程”取得

了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引领性的巨

大成就，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改变

了亿万农民面貌。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佼佼者，

20 年间吴兴做了什么？有什么经

验做法领跑全省，可供全国借鉴？

这里有先行经验，吴兴区“深化

数智赋能 共享优质服务”入选全国农

村“厕所革命”典型范例、位列第一。

这里有运营妙招，山间民宿、网

红餐厅、露营公社、村头咖啡馆、田

野漫画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这里有城乡密码，深入推进公

共交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城乡

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城乡一体

迈向新台阶。

这里有文化巧思，“景区书房”

“法治书屋”“漫画馆”“振兴书栈”等

一批特色乡村阅读空间点亮乡村文

化生活。

赢得一个个挑战、取得一项项

成绩，靠的是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靠的是“点点星火，汇聚成炬”。树

立城乡融合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

标杆，打造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

的新青年之城，吴兴正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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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力
全域共美 吴兴有方

“以前，下乡游玩会担心内急找不
到厕所。现在好了，打开地图，公厕在
哪里一目了然。”游客李先生说。

这得益于“线上”+“线下”农村公厕
数字服务“吴兴模式”。

吴兴搭建农村公厕大数据管理平
台，建立基础信息库，现有223座农村公
厕形成“数字一张图”。公厕坐标点位
全部上传至高德地图。同时，吴兴为每
个农村公厕定制“身份二维码”，村民游
客使用完毕后可通过微信“扫一扫”进
行“点赞”或者“吐槽”，让群众全面参与
监督管理。

既有技术手段创新，还有机制方法
创新，《吴兴区农村公厕“所长制”公示
牌》公布所长和保洁员姓名和联系方
式，设立监管部门和监督电话，每月评
定一批“五星所长”；创新农村公厕“3+
3”保洁工作法，红、黄、蓝三色毛巾和三
色拖把分区悬挂、分类标记、分别使用，
杜绝“一块抹布抹到底、一把拖把拖到
底”。截至目前，全区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100%，146个行政村规范化农村
公厕100%。

“厕所革命”全国示范，只是吴兴打
造美丽乡村样板的一个缩影。“六美”建
设全面铺开，吴兴连续6年实施“美丽吴
兴”专项行动，集中推进美丽村居、美丽
道路、美丽河湖、美丽田园、美丽农场、
美丽家庭“六美”建设。目前，全区已实
现新时代美丽乡村全覆盖。

组团发展共创美好，吴兴突出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共谋、项目共推，
高水平打造“滨湖六村、山水妙镜、寻梦
菰城、丝绸之潞、梅岭漫谷、水韵漾西、
瓷源菁山、渚影秀谷”八大新时代美丽
乡村样板片区和组团式未来乡村，推动

“一村一品”向“一片一韵”转换、“美丽
乡村”向“未来乡村”“和美乡村”迭代。

将“以人为本”细化于行，将“先行
示范”牢记于心，吴兴经验持续领跑：
2022 年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
代美丽乡村现场会上集中晾晒的“浙江
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十大

模式”“浙江省美丽乡村长效管护十
大模式”“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

十大模式”，吴兴区全部榜
上有名，义皋村溇港文

化品牌牵引、妙山村
厚植生态绿色发展

等经验做法全

省示范。

融合力
产村“协奏”城乡一体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吴兴，美丽
乡村和城乡融合发展互促互进，“繁荣
的农村”与“繁华的城市”相得益彰。

走进妙西镇妙山村，满目所及尽是
星星点点的绿。原本废弃的水厂变成
湖州首家 5D 餐厅，凭借蝴蝶主题元素
和 5D 全息技术吸引游客；山海竹林里
建起了长颈鹿庄园，游客可以和长颈鹿
共进早餐⋯⋯“妙山、妙水、妙境”正“点
绿成金”。

妙山村先后引进了长颈鹿庄园、慧
心谷等6个亿元以上农旅项目，同时，借
助“微改造、精提升”，成功打造了老邓
漫画馆、南山水上乐园等一批网红项
目，有力带动了住宿餐饮、生态采摘、沙
滩露营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获评全国
旅 游 重 点 村 ，2022 年 经 营 性 收 入 达
181.5 万元。2022 年，全区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705.5 万人次，实现
收入8.74亿元。

妙山村是吴兴开展产村融合的一
大典型案例，吴兴不断打破业态壁垒、
推动产业融合，打好“生产+”“旅游+”两
张牌，大力培育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等
新业态，推动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
经济发展优势。近 5 年，累计引进高质
量文旅项目 39 个，接待国内外游客从
1253 万人次增加到 2651 万人次，旅游
经济总收入从 89.74 亿元增长到 295.7
亿元。

赋能文旅消费，吴兴承办“红韵湖
州”文旅消费年活动，发布“红韵湖州·
银领研学”等推荐线路 10 条；召开世界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论坛，与亚太旅游
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钱壮飞纪念馆获评
第五批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吴兴原
乡蝴蝶小镇成功列入浙江省特色小镇

第七批创建对象名单。义皋村和伍浦
村联手打造国家 4A 级景区，掀起古村
游热潮，每年举办太湖溇港民俗旅游丰
收节等大小农事节庆文化活动50余场。

以产村融合为切入点，筑牢城乡融
合的产业基础；以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为
目标，加强城乡融合的硬件支撑。吴兴
通过以城带乡、城乡共建方式，以一系列
民生工程的实施、社会保障的加强、公共
服务的提升，不断缩小城乡间的差距。

吴兴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全覆盖，
新建660公里管网、改造150公里管网，
建设24座村级水站，全区3.68万农户喝
上“放心水”；全力推进城乡居民参保扩
面缴费工作，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水
平提升工程，城乡居民人均待遇水平
373.52 元/月 ，2022 年 较 2020 年 增 幅
26.35%；以“城乡携手 同步课堂”试点
工作为抓手，成功创建省“互联网+义务
教育”实验区，建成农村义务教育标准
化学校17个⋯⋯

如今，吴兴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省级幸福河湖试点县、省级城乡供
气一体化建设试点县、首批省级体育现
代化区。全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更是
缩 小 至 1.66，稳 居 全 省 第 一 梯 队 ，获
2021年度共同富裕绩效考核全省第四、
全市第一。

自信力
乡村阅读 文化振兴
让“星星之火”绽放点点微光，点亮

“文化自信”火种。
吴兴聚焦共同富裕大场景，通过未

来乡村建设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优
质化、均衡化，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幸福邻里中心、
儿童之家等资源建设农家书屋，布局全
域阅读矩阵，让阅读的种子在田野上生
根发芽，乡村文化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
命力。截至目前，全区建成农家书屋

105家，累计藏书20余万册。
“典籍承载中华史，美文书写中国

梦”。潞村人杰地灵，从宋代到清代，潞
村出过36位进士，村内大多数老百姓画
画、书法信手拈来，潞村书院更是古色
古香的精神殿堂。

2022 年 6 月 21 日，“浙江新时代乡
村阅读季”启动仪式在世界乡村旅游大
会永久会址所在地——湖州市吴兴区
八里店镇潞村举行。启动仪式现场，通
过向农家书屋代表赠送书籍、向第六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授牌以及农
民诗歌朗诵、阅读榜样发言等环节，以
农家书屋为平台，引导广大农民深入学
习新思想，感悟农耕文化，引领乡村阅
读和农民读书新风尚。

潞村书屋并不是个例，吴兴在七大
未来乡村组团中，突出“一个市级及以
上村级文化礼堂”“一个主客共享的文
旅驿站”“一个组团式未来乡村生活馆”
等文化阵地建设。同时，创新活化景区
村庄、精品民宿、乡村咖啡屋、旅游服务
中心等文旅资源打造“景区书房”，串联
太湖溇港景区、西山漾景区、灵粮农场
等网红打卡地开发“阅读+”精品游学路
线，打造特色图书馆分馆。

在杨溇村游客服务中心的振兴书
屋，落地窗外是白墙黛瓦、绿树成荫、溇
港密布、古桥纵横的村落，村民游客在
这里可以静心享受公共阅读空间。

在妙西镇，这里依托中国法制现代
化之父、近代法之父、中国法律史的奠
基人——沈家本的人文资源积淀，以法
治文化和法治宣传教育推广为核心打
造沈家本历史文化园，以法制教育为主
题的图书展、阅读活动、研学课程已成
为妙西中学、研学夏令营等的热门实践
课。沈家本历史文化园成功入选首届
浙江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本版图片由吴兴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线路名称：原乡寻茶生态之旅，沿线包含妙山
村、龙山村、五石坞村等。

特色推介：总长度约 35.5 公里，示范带串联
“山水妙境”“梅岭漫谷”“渚影秀谷”三大片区，山水
资源和历史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已建成省级西塞
山旅游度假区、原乡小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引进
高品质农旅项目17个。

线路名称：溇港梦湖渔事文化精品线，沿线包
含义皋村、伍浦村、杨溇村、许溇村等。

特色推介：该精品线全长19公里，以太湖溇港
为名片，挖掘溇港地区的民俗文化、溇港物产和古
建遗迹，重点打造“滨湖六村”“水韵漾西”两大片
区。线路以休闲度假产品为重点，打造集高新智慧
农业、农耕深度体验、江南文化展示于一体美丽农
场园游线。

线路名称：菰城问源人文景观之旅，沿线包含
潞村村、菰城村、红里山村等。

特色推介：该线路全长 42 公里，串联“丝绸之
潞”“寻梦菰城”“瓷源菁山”三大片区，拥有梁希森
林公园、蜈蚣岭古道等自然景观资源、潜山漾遗址、
潞村古桥、菰城景区等人文景观资源，展现集地方
文化研究、特色产业体验、文化生态游玩、民俗文化
参与于一体的美丽乡村示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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