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美乡村百花园——

龙 游
线路名称：醉美两江·动感乡村游，包含团石

村、浦山村、溪口村。

特色推介：沿线既能领略衢江沿岸壮美的景
色，又能感受到畲族乡村独有的民俗风情，享亲子
研学之乐，还能在灵山江畔观山清水秀，品龙游小
吃，感受乡愁模样，望见龙游乡村振兴“团结一心、
点石成金”的美好未来。

线路名称：醉美两江·生态观光游，包含官村
村、官潭村、石角村、溪口村、沐尘村。

特色推介：可以打卡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姜席
堰，观“官村八景”；可以漫行官潭，赏灵山江如画
美景；可以漂游石角，一览两岸奇山密林、云雾缭
绕；到龙南山区，享天然氧吧，观竹海云山，体验畲
族民俗风情。

线路名称：醉美两江·文化体验游，包含周红
坂村、张家埠村、曹垅村、地圩村、星火村、溪底杜
村。

特色推介：到龙游石窟，探寻千年未解之谜；
穿梭于亭台楼宇间，感受红木文化的魅力；到张家
埠村、星火村，看百年老街再现繁华，品特色美食；
到地圩村，体验党建文化；到溪底杜村，观斗牛赛，
玩水上乐园，享受悠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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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村民在龙游国际花菇产业园内采周边村民在龙游国际花菇产业园内采
摘花菇摘花菇，，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春尽杂英歇，夏初芳草深。”行

走在夏日的龙游，衢江、灵山江曲折

蜿蜒，两岸村庄星罗棋布，山水田园

如诗如画，未来乡村、数字农场、未

来农业园区精彩绽放，一幅“产业

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斑斓画卷徐

徐铺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

“两个先行”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应有

之义。近年来，龙游坚持小县大城、

城乡融合不动摇，高质量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高水平深化农业“双强”

行动，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全力建设第一批部省共建乡村振兴

示范省先行创建单位、全国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奋

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区域明

珠。

2022年，龙游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2037 元 ，增 幅

6.6%；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85 元，增幅 14.9%。该县获得

省级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县域风貌

样板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大满贯，跻身全省新一轮新时代美

丽乡村示范县，书写了高质量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和高水平建设未来乡

村美好生活的龙游实践。

龙游：乡村振兴争上游 城乡融合入佳境
黄丽丽 朱允刚 徐文慧

溪口镇“一镇带三乡”片区溪口镇溪口镇““一镇带三乡一镇带三乡””片区片区

““一核两极一核两极、、两江走廊两江走廊、、全域美丽全域美丽””空间发展战略空间发展战略——龙游瀫核心区龙游瀫核心区

龙游黄茶龙游黄茶

产业振兴
农业“双强”逐浪高
绿植长廊、荷塘鱼跃，初到龙和渔

业园，便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2800亩
基地内波光粼粼，工作人员忙着捕鱼装
箱，将其运往杭州等地的老百姓餐桌。

龙和渔业文化园是一家集科普培
训、休闲垂钓、餐饮美食、旅游观光等功
能于一体的新型田园综合体。项目占
地1200亩，总投资1.8亿元，建有科技养
殖示范中心、国际垂钓中心、农民培训
中心，累计培训农民 3000 人，带动 500
多家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

“龙游县大大小小的山塘、水库有
600余座，优质水资源丰富但是分散，缺
少整合。”龙游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过去，老百姓自己养鱼，没技
术、愁销路、品控难成为龙游渔业发展
的最大痛点。

为了实现渔业的高质量发展，2022
年 5 月，龙游县新成立龙和渔业共富培
训中心，有力推进“新蓝领、新农人、新
工匠”培育。同时，强化与省农科院、浙
江海洋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研发合
作，制定出《光唇鱼人工繁育与养殖技
术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浙江龙和水产
养殖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全省第一批数
字渔场。

科技赋农、产业兴农，渔业的蜕变
是龙游县大力实施农业“双强”行动的
缩影。

作为浙江省产粮大县，龙游县坚持
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数字赋农，走
出了一条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现代
化的龙游路径，成功争取2679万元省级
农业“双强”项目补助资金，被评为全省
综合性农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展先
行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为了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龙游
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行

“智慧粮脑”“耕地智保”等应用，实现
“两非”精准管控，长效治理；还创新
“稻-豆-油”三熟制模式，有效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稻-豆-油’生态高效生产模式不
仅实现了粮食绿色安全生产和稳粮增
粮，而且大幅提高了土地亩均产出率，
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去年10月底，
浙 江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在 龙 游 成 功 举 办
“稻-豆-油”生态高效生产模式示范现

场会。
据悉，省农科院与龙游

县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

在粮油、蔬菜、果品、
绿色防控、机械化

生产等农业领域，开展院地合作。通过
推广“稻-豆-油”三熟制模式，2022 年，
龙游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30.2 万亩、粮
食总产量 2.4 亿斤，荣获浙江省“粮食五
优联动示范县”。

城乡融合
“小县大城”绘新景

诗画般的田园风光，诗境般的乡村
生活。走进小南海镇团石村，环境卫
生、村居整洁，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未来生活馆等活动阵地匹配齐
全，夜市、夜吧、夜跑、夜骑、啤酒节、迷
你马拉松等精彩活动接连不断。

“团石村位于龙游‘两江走廊’乡村
振兴核心区小南海片区，从2019年开始
打造，整个沿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小南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振
说。

团石村的变化并不是个例。近年
来，为发挥衢江、灵山江交汇处这一独
特优势，龙游县统筹连片推进“两非”整
治、生态治理和风貌提升，集成打造山
水相依、稻浪滚滚、产村人文融合的“两
江走廊”诗画风光带。

同时，龙游县坚持“小县大城、整体
大美”，实施“一核两极、两江走廊、全域
美丽”空间发展战略，打造具有田园风
光、乡村风情的“龙游瀫”核心引擎，片
区化打造龙南溪口、龙北塔石“增长
极”。

“龙游县南部山区空间分散、聚落
多元，几个乡镇普遍存在发展难、服务
难、资源高效利用难等问题。”龙游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龙游县以溪
口未来乡村建设为契机，打破行政区划
界限，构建以未来乡村为综合服务核心
的幸福生活圈，有力推动了区域抱团发
展。

近两年，通过溪口未来乡村辐射带
动，“一镇三乡”经济保持平稳高速增
长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4.54%，村民年人均增收 10.2%以上。
截至目前，龙游县共建成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乡镇 10 个、特色精品村 27 个、新时
代美丽乡村 261 个、未来乡村 4 个、A 级
以上景区村庄216个。

近年来，龙游县发力农民集聚转化
助力共同富裕，出台了《龙游县“小县大
城 共同富裕”农民集聚转化实施意见

（试行）》，走出了一条“城乡互动融合、
集聚发展共富”的蝶变之路。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溪口镇枫
林村村民叶女士说，住在老家的时候她
没有工作，搬到城区后，她被推荐到小
区来料加工点上班，其丈夫也在溪口镇
开发区工厂上班，现在夫妻俩年收入十
几万元。

从“公司化运作、市场化安置”1.0模
式，到出台金宅地、金房券“两金”政策
2.0 模式，再到共富愿景下的农民集聚
3.0模式，龙游县为集聚农民准备好了技
能提升、就业帮扶、创业贷款等组合
拳。2022 年集聚人口 5257 人，农业转
移人口人均年收入达 6 万元以上，实现

“搬得起、稳得牢、富得快”。

富美同频
“诗画龙游”向未来

优质项目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和支
撑。通过迭代升级“两江走廊”诗画风
光带主平台，2022 年诗画龙游吸引了

“六春湖·龙之梦”乐园、湖镇两山新能
源综合体、“美丽牧场—士元养殖小区”
等优质项目入驻，村集体经济发展、村
民增收有了新渠道。

投资 2.8 亿元的龙游国际花菇产业
园是衢州市的共富试点。走进“智慧花
菇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地躺在架子
上，鲜嫩的花菇从菌棒上冒出。摘菇工
人挨个打量，并将成熟的花菇摘下。这
些小花菇在高科技的“加持”之下，成了
促进村民增收的大产业。

“大棚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等
都通过智慧农业系统控制，改变了过去
农业种植靠天、靠季节吃饭。”龙游国际
花菇产业园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平台+
基地+农户”模式，花菇产业园正带领周
边村民奔向共富。2022年以来，该园带
动周边就业 350 多人，促进就业收入
600 多万元，并为 5 个试点村集体经济
增加经营性收入154万元。

强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
百姓。近年来，龙游县立足“畜禽、渔
业、笋竹+黄茶、中草药”的“3+X”特色
农业产业，构建完善村播体系，探索社
区支持农业 CSA“同心共富·八个一”产
业联盟，引进香满亭菇业、龙和蔬菜等
亿元以上共富项目，探索形成“飞鸡模
式”“龙和模式”“花菇模式”等富民模
式，打开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大门。

以“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为目
标，龙游县突出产业兴村、工坊富民，高
标准推进“一乡一品 百村十坊”共富工
坊建设，先后吸引300余名优秀青年、乡
贤回归，建成“共富工坊”68 个，吸纳从
业人员6900余人。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开
设了乡村振兴讲堂，邀请农业专家集中
授课，年培训人员 2000 多人次，培育机
耕队、植保队等50余名农业‘土专家’。”

“米老大”共富工坊常年雇工 200 余人，
辐射带动 800 多户共同致富，年支出工
资总额 500 多万元，每年为当地农民增
收近800万元。

在龙游，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
增富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接下来，龙
游将加快构建“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全
域和美”乡村振兴新格局，努力为农业、
农村、农民现代化贡献龙游力量。

团石未来乡村生活馆团石未来乡村生活馆团石未来乡村生活馆

全省第一批数字渔场全省第一批数字渔场——龙和渔业文化园龙和渔业文化园 （（本版图片由龙游县农业农村局提供本版图片由龙游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