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环抱，绿水逶迤，在

钱江源头衢州开化，一幅“村

美、人和、共富”的画卷正徐

徐铺展。

二十年前，“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拉开历史大

幕，也开启了开化美丽乡村

建设的新篇章。二十年后再

回眸，“千万工程”润物无声，

引领开化乡村从外在风貌到

内在肌理，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

二十年日月其迈。多年

来，开化历届县委、县政府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久久为功、扎实推

进，深入实施“千万工程”，让

和美乡村一步步成为现实。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

济，再到美好生活，“三美融

合”的开化乡村，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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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美，更要全域美
美丽生态处处可见

华埠镇金星村是开化县的“明星
村”。20 年来，从脏乱差的空壳村到白
墙黑瓦、溪水潺潺的景区村，从“卖山林”
到“卖生态”，在“千万工程”指引下，金星
村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走过村庄绿道和黄金水岸，看着墙
壁上一张张新旧照片，金星村筚路蓝缕、
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浮现眼前，金星村
原党支部书记郑初一百感交集。“昔日的
金星村只有一条进村道路,房前、屋后、
路边都有露天粪坑,污水直排河道,村道
狭窄,乱搭乱建,是个远近闻名的‘脏乱
村’。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我
们村山好水好人和谐，通过‘山海协作’，
连空气也能卖钱。”

郑初一口中的“空气也能卖钱”，从
一组数据得到佐证，现在，每年从各地来
金星村游玩的游客达 20 万人次，去年村
民人均收入4.2万元。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感悟，印证着
“千万工程”为开化带来的改变。多年
来，在“千万工程”的带动下，开化 255 个
行政村发生了质变，农民面貌发生了巨
变，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

从一个河滩填满垃圾、村内污水横
流、村民纷纷外出的“无名村”，到如今处
处皆风景的“网红村”，音坑乡下淤村书
写着另一个“美丽转身”的故事。“以前只
知道砍树赚钱，现在明白了美丽生态对
村庄发展的意义。”下淤村党支部书记叶
志廷感慨。

在全省大力实施“千万工程”的背景
下，下淤村以“治水”为突破口，持续推进
污水、垃圾、厕所、庭院“四大革命”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村容村貌有
了极大改善。依托舒适的人居环境，近
年来，下淤村还先后引进 16 位新乡贤艺
术家，全力打造“艺术村落”，为村庄发展
注入艺术动能。

如今，在下淤村，“河滩变景区”“水
岸胜良田”的美丽图景成为现实，民宿、
农家乐、艺术展等多元业态全面开花，整
个乡村发展活力无限。据统计，截至目
前，下淤村村集体资产已超1亿元。

20 年 来 ，开 化 深 入 实 施“ 千 万 工
程”，以地域实际为基础，以科学规划为
引领，立足生态优势，突出产业特点和人
文特色，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不断推进农村庭院美化行动，
累计打造美丽庭院 2 万余个，以精品化、

特色化为载体，打造个性化美丽乡村，实
现“一村一品”，美丽生态处处可见。

依托“千万工程”，一个个和美乡村
在开化大地竞相绽放。2017 年，开化以
全省第一的成绩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县，并先后创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乡镇 10 个、特色精品村 28 个，实现景区
城、景区镇、景区村基本全覆盖，农村人
居环境水平走在全省前列。

有颜值，更要有产值
美丽经济风生水起

从生态起步，却不止于生态。在开
化，绿水青山已然成为经济发展、村民增
收的“绿色引擎”。

“‘金禧漫居’乡村酒店的首期分红，
村集体拿到了 18.7 万元，小甜枣种植带
来了 5 万元的增收⋯⋯”近日，在马金镇
高合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张
雄富算起了村里产业的“增收账”。

高合村位于马金镇西部，村内山林
秀丽、流水潺潺。早些年，高合村是个没
有 产 业 的 空 壳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薄 弱 。
2018 年，高合村紧紧抓住全省“千企结
千村、消灭薄弱村”专项行动机遇，在浙
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结对帮扶下，投资
1900 余万元，建成开化“金禧漫居”乡村
酒店，发展乡村旅游。同时，整合“拆后
利用场地、村集体场地以及产业基地”等
空间，提升村庄道路，不断完善村庄业
态。

一个酒店带火一个村。在“金禧漫

居”乡村酒店的带动下，高合村的小甜枣
基地、香榧基地、四季果园、矿泉水等项
目相继落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
收。如今，高合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万元。

在开化，越来越多的美丽乡村，开始
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的价值。它们因地
制宜开发乡土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激发
实现“持久美”的内生动力。

在芹阳办事处，岔里村、丰源村、翁
村村相邻 3 个村成立“蔬菜奔富联盟”，
一起种植茄子、玉米等蔬菜，通过品牌共
建、经验共享、劳务共通，拓展有机蔬菜
产业版图。芹阳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吴浩
介绍，蔬菜基地为 200 余名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带动 3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80
余万元。

长虹乡将全乡“打包”，成功创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村乡西畈村源头
里自然村以整村出租的形式，打造“源头
里历史文化村落景区”⋯⋯放眼全县，

“寻根探源山水线”“双色相映富民线”
“康体醉氧民俗线”“追星逐花农趣线”等
多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串珠成链”，构
建起开化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开化
正阔步前行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如今，开化实现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行政村全覆盖，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三年增长30.2%，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美在其中，更要美美与共
美好生活踏歌而来

由浅入深，从点到面，如今，开化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不断丰富，
外延不断扩展。

最近，华埠镇金星村的数智生活馆，
让村民薛仙英真切体会到了便利。当
天，在数智生活馆管理员石羽的帮助下，
她通过政务服务一体机拿到了急需的养
老保险单，免去了到县城跑一趟的麻
烦。“现在有了数智生活馆，并配备管理
服务人员，确实很方便。”

和开化其他村一样，金星村老年群
体数量较大。面对出行、就医、办事、消
费等高频事项，不少老年群体很难自如
应对。乡村数智生活馆嵌入了政务服
务、金融服务、医疗就诊、便民生活等功
能，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
体。

石羽介绍，村里有了数智生活馆，村
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优质公共服务。
在数字金融区，村民可以办理现金存取
等业务；在购物区，村民自家的生态农产
品摆放齐整，游客看中后可以直接下单
寄回家；在政务服务区，村民可以查阅社
保、医保等政务服务信息；在智慧健康小
屋，村民可以向医生“视频问诊”，并从自
动售药机里购买急需药物。

近年来，开化以“千万工程”为总牵
引，努力描绘共同富裕大场景下和美乡
村新图景。如今，一个个和美乡村不断
彰显未来味、共富味、数字味，并转化为
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桐村镇门村引进开化红发玩具来料
加工厂，打造“共富工坊”，整合来料加工
基地、共享食堂、疗养室、老年活动中心、
文化礼堂等多种社会功能，让村里的留
守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池淮镇通过数字赋能茶园管理，建
成智慧茶园，茶农通过电脑屏幕，便能查
看当天的茶园信息，实时在线监测茶园
温度、湿度和病虫害等信息，为茶叶采摘
提供科技支撑。

音坑乡 181 户农户，依托“两山合作
社”，获得了 17.84 万元的土地租金和
15.61万元的分红“大礼包”，真正实现“资
源从农民手里来、资金到农民手里去”。

二十年的持续接力，不仅让“美丽”
成为开化乡村的名片，更让乡村振兴的
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和推进。开化实现
了美丽生态的新蝶变，催生了美丽经济
的新产业，探索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机
制，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塑造
了文明和谐的新风尚。

开化改变着乡村，正在振兴的乡村
也在改变着开化。未来，开化将坚持标
准化推进、精细化建管、数字化赋能、品
牌化经营、人文化引领、均等化服务，推
动新时代“千万工程”再出发、再深化、再
提升，不断浓厚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最
美“底色”，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山区
县样板。

（本版图片由开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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