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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前是一家废弃的仓库，经过
环境整治后，面貌大不一样。”走进温州
市苍南县赤溪镇石塘村，神奇的“黄金海
岸”已然呈现：鹅卵石滩，庭院花开，环境
整洁。原先石塘村是传统渔业村，房前
屋后都堆满渔业用具，街道上存在“赤膊
房”、线乱拉等“乱象”。得益于“千万工
程”的实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把时间拨回到 20 年前，那还是另一
番情景。浙江的广大农村面临着“成长
的烦恼”，经济快速发展，村庄面貌却不
如人意。有人曾形容：“走过一村又一
村，村村都是垃圾村”。温州城乡面临同
样的问题，甚至有人形容：“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

随着“千万工程”的推进，一场环境
大整治由此拉开。从“垃圾治理”到“厕
所革命”，从关停“小散乱”企业到实施生
态修复，乡村海岛面貌焕然一新。

瑞安市塘下镇陈岙村就是一个典
型。2003 年以来，当地以“千万工程”为
契机，村“两委”顶住压力，挨家挨户做工
作，发动党员企业主带头，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淘汰电镀、冶炼、抛光等污染型企
业，真正呵护好村庄的兴旺之源、致富之
源、美丽之源。如今，村里“小桥、流水、
青山、古榕”，如诗如画。

永嘉县源头村又是一个典型。在外
打拼的乡贤陈小静回到村里，打算办民
宿，却发现村里环境“脏乱差”。那时，村
里唯一通车的道路两边都是露天坑、牛

栏、猪圈，臭气熏天。“要改变源头，得从
环境入手。”陈小静当选村主任后，顶着
压力，“端掉”臭源。如今，村里村外道路
洁净平整，民宿、小吃馆、农家乐应有尽
有，迎来游客盈门。

乡村之所以能成为乡里人的美好家
园、城里人的向往乐园，环境是基础。20
年来，温州全市农村环境加速“净颜”，从
清洁乡村到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示范带，
再到未来乡村建设，始终对乡村“美颜”
常抓不懈。

实现从“环境美”向“生态优”拓展。
温州关键用好这三招：全员聚力、全域攻
坚、全局蝶变。

全员聚力。坚持党建统领、干群联
动、人人参与，组建市县乡千人工作群，
市县乡村“四级书记”一起抓，实行每周
无人机巡查、每半月现场督查、每月督办
评价、每季互学互比，创新最美最脏“两
最三比”评选等机制，开展县与县、镇与
镇、村与村“三级大比拼”。

全域攻坚。一头抓示范，打造和美
乡村连片提升示范区 20 个、示范村 200
个；另一头抓全域，每个季度集中整治
100个风貌落后村，重点整治乡村环境十
大问题。仅今年以来，拆除乱搭建 129.5
万平方米，清理垃圾 48.5 万吨，新增划线
车位1.8万多个。

全局蝶变。立足山区、平原、海岛等
不同地貌特征以及城郊村、农业村、渔业
村等不同发展类型，分类编制乡村风貌
建设提升“技术指南、3 类图集、负面清
单”系列导则，实现重点村规划设计全覆
盖。

截至目前，温州已创成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县 6 个、示范乡镇 91 个、3A 景区
村 249 个；省级特色精品村 291 个、未
来乡村 38 个，展现“千村千面”，
村村有风景的美丽生态。

从“一时美”向“持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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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间，鸟飞虫鸣；沙滩海岸边，凉风习习。盛夏时节，行走浙南大地，山、江、海相融，乡村处处皆风景，“诗和远方”就在百姓家门口。“七山二

水一分田”的温州，如何点亮乡村？

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温州正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主导产业、主体风貌、主题文化“三基三主”十大工程建设，促进美丽

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打造乡土味、瓯派韵、时尚范的浙南乡村新风貌。温州，正在进行一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实践。

环境持续向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到乡村来。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
中，温州既最大程度尊重了农村发展的原
貌，也遵循了不同村子自身发展的规律，

“量身定制”出多姿多彩的美丽乡村。如
今，走进温州的农村，令人眼前一亮的，是
每个村子都有不同的乡土风貌、精神气质。

在温州瑞安曹村的田园旁，市民边听
音乐、逛市集，边尝“稻田小龙虾”。“曹村的
土是富硒的土，水是珊溪水库的水，所以小
龙虾养起来个头大、肉质好，吃起来带甜
味。”浙江荣海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晓荣算了一笔账，稻田养小龙虾，不占
用基地、不减少耕地种植面积的同时可增
加亩产值，较传统“纯两季稻种植”的模式，
亩均收入从 3197 元提升到 9197 元。曹村
镇小龙虾总产值达 360 万元，让“稻田小龙
虾”成为农旅融合的新产业。

从“风景美”向“产业强”转化，是促进

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招。乡村基础设施持
续完善，乡村产业不断发展，让更多农民过
上新村美、生活甜的好日子。瞄准浙江农
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新目标，温
州强化主导产业培育，提升乡村发展动
能。重点围绕一盘菜、一条鱼、一根草、一
杯奶、一个果、一片叶等“六个一”农业全产
业链，大力推进“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建
设重大农业平台 35 个，实现“村庄整治建
设与特色产业开发结合起来”，以风貌整治
为契机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
通道，把美丽风景变为美丽经济。

让乡村产业兴起来。温州引导镇村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依托生态资
源禀赋，壮大了乐清铁皮石斛、苍南番茄、
泰顺竹木家具、洞头大黄鱼等产业集群。
比如，文成聚焦“水经济”，走出水生态、水
制品、水文旅、水能源、水养殖“五水共富”
新路子。温州大力培育农业全产业链，尤

其是紧盯预制菜“一城十链百企千亿产值”
目标，培育产业链企业 300 多家，打造东南
沿海预制菜产业名城。

让农民口袋富起来。温州利用农村
土地综合整治、边角地等，抓好“百镇千
坊·富民兴业”，建成“共富工坊”951 个，定
向吸纳就业 3.9 万人，人均增收超 2600
元。如泰顺“跑步鸡”跑进了“大市场”，带
动养殖户年均增收 2 万元。全面开展低收
入家庭综合帮扶集成改革，整合形成医疗
保障、残疾人、就业创业等“1+31+X”政策
工具箱。

让集体经济强起来。温州探索以农兴
旅、以旅富农新路径，丰富精品民宿、非遗
展示、海上夜市、休闲体育等新业态。实施

“百亿强村”计划，推进“乡贤助乡兴”，去
年，乡贤新增投资千万元以上项目 126 个，
村集体总收入超125亿元。

20 年来，诗画温州催生了美丽经济，
休闲农业、文旅、教育、康养、文创等乡村新
业态不断涌现，农家乐、乡村非遗等地方特
色产业蓬勃发展。

从从““风景美风景美””向向““产业强产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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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提升环境之美，温州乡村从
盆景到风景；强村富民，让温州的和美乡村

成色更足，更有底气。
牢记“让农民就地过

上现代文明生活”的要
求，推动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让“人的一
生、人的一天”在

农村幸福可感。
当下温州，聚焦
城 乡 融 合 ，正
推动“乡村美”

向“ 现 代 化 ”蝶
变。

在“千万工程”
助力下，共富通道更加

通畅，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取得了全面跃升的成

就。温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2002年底的5091元，提高到2022
年底的38482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002
年底的2.86缩小到2022年底的1.91。

行走温州，百姓幸福生活处处可感。
平阳县南麂镇东方岙村实现“岛上群众办
事不出岛，陆上旅游游客服务好”目标；永
嘉县岩头镇丽水街，高效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全力打响“楠溪江乡村
音乐漫都”品牌；南田镇武阳村，创新基层
治理体系与能力，让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

务效率和温度的“神经末梢”⋯⋯
千条万条，让群众受益是第一条。“千

万工程”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真正让群众
受益，从而赢得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口碑。
而群众口碑的赢得，离不开每一步扎实的
行动。

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温州构建沿
江发展轴、沿海产业带、生态发展区“一轴
一带一区”布局。深化龙港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改革；在泰顺生态大搬迁，累计搬迁
农户超 10 万人；累计新改建“四好农村路”
超 1 万公里；推动百兆光纤、5G 网络、电商
配送进村入户。

二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建成瓯江红
“共享社·幸福里”1247 个，省市级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县域、公办义务教育“教共体”
全覆盖，累计建成老年食堂 632 家，打造儿

童友好试点单元450个，500人以上行政村
全部建成文化礼堂，实现“村村有故事、人
人能传诵”。

三是要素资源畅快畅通。深化农村
“三位一体”“三块地”等改革，推进“两进两
回”，实施千名农播客培育计划、百名农播
乡村行，招聘、培育农村职业经理人，留住
原乡人、唤回归乡人、吸引新乡人。

“千万工程”，久久为功。面向未来，温
州计划以未来乡村、乡村振兴示范带、乡村
产业平台为基础，统筹考虑片区内人居环
境整治、村落保留点风貌提升、农村新社区
公共服务配套、山水林田生态环境改善以
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利用三年时间在
全市打造乡村连片提升示范区 100 个，覆
盖 500 个以上行政村，努力使和美乡村建
设连片成带、组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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