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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行走龙湾乡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片繁花似锦好景象。

作为温州东大门，龙湾区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坚持城乡共融推进“千万工程”建设，使左手诗意、右手繁华的生活成为现实。

39个新时代美丽乡村、环大罗山（瑶溪）休闲旅游示范带、龙湾空港都市休闲农业示范带⋯⋯这里，已然是温州市民休闲度假的优选之地，也是都市圈里的“后花园”。

20年久久为功。2022年，龙湾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4.2%、7.2%；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53，在全省排名第六、温州第一。

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斑斓画卷，正在龙湾大地徐徐铺展。

“要趁势而上，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尽
快打造具有龙湾特色的和美乡村”“建议
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及时为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提供便利”⋯⋯在瑶溪街道瑶
溪村榕树下，一场以“和美乡村建设”为主
题的议事会正在举行。

万福锦苑产权办理收尾情况怎么样，
福康锦苑产权证进展如何，三产收费定价
多少⋯⋯在永中街道镇南村“村民议事
厅”中，村党总支书记张神爱就村民最关
注的问题一一解答。

“眼看着亚运会即将来临，上个月我
随口提议提升温州东大门形象，没想到瓯
海大道辅道很快就种满了花。”海滨街道
教新家园的“凉亭议事”活动现场，居民李
大爷点赞道。

在龙湾，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事，会
通过一个个“议事会”进行讨论。议事现
场，村民从“倾听者”变为“发声者”，纷纷
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心声”不断推动村
庄实现美丽蝶变。

解锁乡村的“善治密码”，关乎社会和
谐有序，能够提振村民“精气神”。“物质
生活有保障，我们还要不断丰富精神
生活。”7月14日，随着星海街道“邻里
学堂”的正式启动，村民们纷纷点赞。
根据规划，“邻里学堂”将与温州大学音
乐学院、温州理工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进行校地共建，在师资培训、音乐
党课、学生实践等方面相互赋能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民生福祉总关情。龙
湾在改善基础建设的同时，就把村民“急

难愁盼”的事密切结合起来，着力解决民
生领域突出问题。比如，面对就医不便的
现状，村里增设卫生室，让他们在家门口
就能看病；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文化
站、城市书房、百姓书屋、文化礼堂接连落
地，随着 2022 年文化走亲、送戏下乡、送
展览讲座的开展，受惠人数就达 30 万人
次；为让妇女就业的同时又能照顾家庭，
村里又引进适合她们的共富工坊，实现赚
钱顾家两不误⋯⋯

“千万工程”20 年，见证了龙湾乡村
翻天覆地的变化，却还只是迈向新征程的
开始。龙湾将持续推动“千万工程”再出
发再深化再提升，把这张“金名片”擦得更
亮，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龙湾新贡
献、展现龙湾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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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名称：龙湾山水之旅
特色推介：该路线依托瑶溪风景名胜区，景区内由金钟瀑、千佛塔、龙岗山、

瑶溪泷、青山湖、钟秀园六大景区组成，展现幽谷金钟、水石同踪、铁壁潭影、梅
林情深、山色湖光、鹭鸶闲云、烟雨朦胧、仙叠龙岗、千佛春秋、钟灵毓秀等景观。

路线名称：龙湾研学之旅，沿线包含永中街道郑宅村、永中街道新城村、永
中街道普门等村庄。

特色推介：该路线依托东篱下生态休闲农庄、永昌堡等景点。东篱下生态
休闲农庄开设“东篱下”植树生态和艺术系列，“香草园”科普、艺术和创造系列，

“百草园”科普、中草药和健康系列等生态研学课程，享受“沉浸式”研学游；沧桑
了 400 多年的永昌堡依然矗立在风雨中，走进其中，近距离接触古堡、认识古
堡；以“公建民办”“微改精提”方式建立的张璁纪念馆，经过历史的洗涤，张璁精
神与文化依旧历久弥新、熠熠闪光。

线路名称：龙湾红色之旅，沿线包含永兴街道五溪村、永兴南园小微园、永
兴街道萼芳村等村庄。

特色推介：该路线依托龙湾革命教育馆，联动附近民俗馆、陈府庙、五溪瞭
望哨所等革命遗址，以及空港永兴企业社区党建综合体等红色旅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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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旺不旺，关键看产业。
一大早，璋川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吴贵平报喜：今年 500
亩杨梅收获颇丰，产量

70 吨 ，产 值 200 万 余
元。

吴贵平是瑶溪
街道璋川村人。

这里的“丁岙杨
梅 ”是 温 州 传
统 名 优 水 果 ，

也是浙江省四
大 良 种 之 一 。

2017 年，受到周边
邻居“杨梅致富”吸

引，从事布料加工的吴
贵平转行从事杨梅种植，

并成立专业合作社。
多年来，他常年奔走在大罗山山间和

果园，见证了杨梅产业从粗放发展到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之路。

“绿水青山涵养，杨梅成了开启金山银
山的‘钥匙’。”吴贵平说。

近年来，龙湾以农村优势特色资源为
突破口，投资 3000 万元，推进现代杨梅产
业园项目建设，探索种植生产、观光采摘、
加工体验、展销一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模式，并依托直播等方式丰富本土农产品
销路，有效拓宽群众致富途径。

在“吴贵平”们的守护助力下，龙湾杨
梅种植面积已达 1.5 万亩，年产量 6000 多
吨，产值近 1 亿元。“高科技种植带动企业
提升效益，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这
就是我理解的幸福生活。”吴贵平说。

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龙湾不断擦
亮生态底色，做优产业特色，提升发展成
色。如今在龙湾各地乡村，广进祥高粱肉、
状元王鱼粉干、永强特色小海鲜、东篱下绿
植美学等特色产业品牌随处可见。村庄变
景区、村民变股东、资源变资产⋯⋯“美丽
乡村+”农业、文化、旅游、文创等乡村新业
态创新发展，各类乡村绿色产业生机勃勃。

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在于推进共同富
裕。位于蒲州街道的上江村，从紧固件行
业转型升级，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智 能 仓 储 模 式 ，租 金 年 收 入 达 1260 万
元。去年，村“两委”从村集体收入中，拿
出总额 2500 万元作为年终“福利金”发放
给村民。在强增收、提后劲的同时，上江
村村民的美好生活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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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天河街道司南村的节气公园
里，伴着欢快乐曲，游客在村民的带领下，
徜徉在向日葵的花海中。

“我们的节气公园，会根据季节变化种
植相应的观赏植物，一年四季会有不同风
貌。”“这里的每一处，都让人赏心悦目。”正
拿着手机做直播的村民陈慧，迫不及待将
家门口的美景分享给线上网友，直播间里
气氛热烈。

谁能想到，这片绝美公园，过去养满了
鸡鸭等禽类，可谓臭气熏天。陈慧清楚地
记得：“那时，天气一热到处臭烘烘，苍蝇蚊
子满天飞。”

拆除养殖鸡鸭的大棚，更新乡村公共
空间⋯⋯司南村开启“变美之路”。如今，
凭借诗意田园风光和浓郁植物风情，这里
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

司南村的变迁，是“千万工程”持续推
进的真实写照。二十年持之以恒，龙湾区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造就众
多美丽乡村。

在永兴街道，资本和人流正被逐步
“吸”入，温州市农业都市公园即将揭开面
纱。村外的万亩良田，摇身一变成为稻田
景观带，“坐在万亩良田的中央，低头品咖
啡，抬头看飞机”，成了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随着数字科普、农业研学等平台建立，体验
生活的学生群体纷至沓来。

行走在瑶溪街道瑶溪村，映入眼帘的

是国际网球运动中心、郑家园麦麦酒体验
基地、时光印记非遗体验馆⋯⋯这里已发
展出融非遗体验、耕读瑶溪、休闲运动于
一体的美丽经济。“每逢周末或节假日，
都是我们接待游客最忙碌的时候。”一
位农家乐老板说。

近年来，龙湾区重点以环山公
路为轴线，以大罗山为依托，结合
永中奥体小镇、瑶溪旅游风情小镇
建设，串点、连线、成片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该区还出台《龙湾区城中村（经
合社）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有序推
动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打造更多引领乡村
美好生活的“弄潮儿”“模范生”。

新环境 打造城市“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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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下榕树下 ee 事事””为和美乡为和美乡
村建设添村建设添““智智””提提““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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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时光印记非遗体验展示温州时光印记非遗体验展示
馆开展非遗活动馆开展非遗活动。。 许赛丹许赛丹 摄摄

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美丽新画卷

城乡共美共融 圆都市“田园梦”
张银燕 余 平

龙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