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村有示范 处处有风景

倾力打造特色瓯派乡村
王新新 黄丽丽

城乡蝶变，助力城市发展。
瓯海 1992 年撤县设区。为改变大

家眼中的城中村印象，瓯海以“大破大
立”之姿，重塑城乡布局、蝶变城市面
貌。瓯海区委、区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
画好“一张图”，在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同时，持续开展系列乡村整治行动，将
村庄规划、优化布局、造地做地等相结
合，致力于打造一批有瓯韵、有农味的瓯
派乡村。

描绘乡村治理蓝图，瓯海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抓手，制定实施建设方案，以

“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思路，大力推进
“全域景区化”，瞿溪街道、丽岙街道、泽
雅镇等捧回一张又一张美丽乡村金名
片，乡镇、村庄喜迎一年一变化。截至去
年，瓯海已完成 130 个省新时代美丽乡
村达标村、14 个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创建。

乡村改造让旧貌换新颜。位于瓯海
区茶山街道的山根村，依山傍水，坐拥大
罗山、塘河、古民居等自然资源，入选浙
江省“微改造、精提升”示范村项目。和
许多乡村一样，山根村曾经建筑密集、杂
乱无章。秉承“保护性开发”原则，当地
经过旧村整体征迁，对 100 多幢古建筑
改造提升，以绣花般功夫打造“活态建筑
博物馆”，让老村摇身一变成了山根音乐
艺术小村，集度假休闲、手作体验、艺术

展览等特色项目于一体，吸引着越来越
多人前来游玩。

保护开发让古村焕新机。瓯海区泽
雅镇水碓坑村有着 200 多年历史，当地
坚持生态立村，重视村庄环境治理，村间
道路干净整洁，村民扮靓房前屋后。通
过就地盘活闲置老屋、改善村容村貌，当
地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运营，打造集美术
写生、农事体验、自然教育为一体的乡村
私塾，做好开发保护利用文章，打造研学
纸山未来乡村。2019 年，水碓坑村入选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被纳
入浙江省第八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重点村名单。

为全面提升乡村环境，瓯海区还通
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农村公厕三大革命，进一步推动
全区 151 个乡村环境大提升，对各条线
上的“盆景”进行有机串联。

为巩固乡村治理面貌，瓯海重视村
貌整治“两最三比”活动，持续加强农村
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在制定《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创建实施方案》
基础上，搭建农村人居环境
评选数字化考核平台，紧
盯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和
特定区域，在“比学赶
超”中促进乡村环境
提升。

画好一张图，打造特色瓯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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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
自然生态和历史文脉交汇，是城市的

灵魂。瓯海境内拥有独特的大罗山、纸山
文化，与温瑞塘河一起形成了“两山一水”
的地域特色。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当地盘
活“一段景”，让乡村有故事可讲、让村民有
文化可享，注重把山水资源、自然肌理融入
城乡建设。

乡村博物馆，让瓯海乡
村“景上添花”。去年，瓯
海区“民生实事工程”9
家乡村博物馆全部通
过验收并对外开放，
其 中 省 级 乡 村 博
物馆 7 家，市级乡
村博物馆 2 家，包
括 泽 雅 传 统 造 纸
专题展示馆、陈傅良
与永嘉学派纪念馆、
瓯海区民间艺术馆、中
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纪念馆、琦君文学馆等，主

题类型多元、特色鲜明。
近年来，瓯海区以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文博事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博阵地建
设，壮大乡村博物馆队伍，强化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能力，走出了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新路子。如瓯海区“藏灯阁”灯
文化博物馆、金临轩美术馆等完全由个人

出资建设运营;龙溪美术馆等
由政府筛选运营方独立运

营。结合瓯海区经济构成
特色，优势互补助力多

元文博阵地建设，极
大地丰富了乡村博

物馆藏品概念，也
填补了乡村博物
馆类型、主题的空

白。
乡村艺术团，让

瓯 海 乡 村“ 欢 天 喜
地”。瓯海将散落在民

间的文艺团体组织起来，
纳入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平

台，并与农村公共文化场馆、设施进行资
源对接。2018 年起，瓯海乡村艺术团文化
走亲及“一月一主题”活动开展，乡村文化
巡演走进千村万户，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
系。

在此背景下，瓯海文化馆帮扶 105 支
乡村艺术团自主成立了公益性、群众性乡
村业余文艺团体——瓯海区乡村艺术团
联合会。乡村艺术团富有激情的巡演，推
动了群众从“要我参加”向“我要参加”转
变，让一些热爱艺术的群众找到了自己的

“文化圈”，俨然成为了民间文艺组织与地
方文艺品牌的孵化平台，初步形成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新格
局。

此外，瓯海注重保护乡村历史文化，
完成第八批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
点村——泽雅镇水碓坑村的建设；深入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对浙南一大旧址、浙
南一大纪念馆所在的仙岩街道渔潭村进
行升级改造⋯⋯文化价值在乡村全面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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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崛起，赋能城乡融合。
不仅要扮靓美丽乡村，还要谋划乡村

发展。近年来，瓯海持续聚焦产业升级，下
好“一盘棋”，以“连片整合、龙头引领”之
势，助力发展杨梅、瓯柑等特色乡村产业品
牌，并且相继在乡村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
目，“千年古塘河”“千年大罗山”“千年纸
山”等一批特色文旅 IP 持续打响，创成 A
级旅游景区13家、A级景区村78个。

乡村资源“变现”，需要借助资源创
新。泽雅镇纸源村 2021 年起出产纸山矿
泉水。围绕村里的好水源，纸源村集体通
过品牌化运营、轻资产化运作模式，在水上
大做文章，开启村集体致富增收之路。此

外，该村盘活村民闲置房屋打
造研学一条街，带动本

村村民就业近 100 人，
带动村民增收 70 万

元；与研学团队达
成合作意向，预

计每年可为村
集 体 增 加 收

入 近 20 万
元 。 由 电
商 团 队 开
发土鸡蛋、

笋 干 、米 林
琼 等 特 色 产

品，借助网红带
货，持续带动该村

农民增收。
如何让美丽乡村

转化出“美丽经济”？山根村推行“文创设
计+侨家乐+大学生创业联盟”招商模式，
引进酒吧、餐饮、创意民宿等业态。同时带
动归侨侨眷回乡创业，积极落户各类设计
师工作室。同时，坚持农旅融合的方式，依
靠股金、租金、薪金、货金、保障金的“五金”
模式，创新“农民以耕地入股、与企业合作
开发”方式，开辟村民创收新方向，让村民
坐在家里就有收入。

发展乡村农业项目，让村民增收致
富。瓯海丁岙杨梅又被称为“茶山梅”，今
年“打飞的”远销意大利。该区茶山街道
构建“乡贤+村集体+农户”致富模式，打
造万梅谷共富工坊，通过电商直播助销
售、家门口工作促就业、种植培训提技能
等三条共富路径，助力村集体和村民双增
收。该工坊已面向农户提供包括采摘、包

装、搬运等多个工作岗位，累计帮扶 80 余
户低收入农户，实现村集体年均增收约 5
万元，带动村民农户实现人均年增收约
1.2 万元。

村村有项目，村村有机遇。瓯海区还
推出西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项目（一期），
支持创建 3 个未来乡村，提升 3 个美丽田
园，建设标准农田面积 1400 亩，垦造耕地
面积 200 亩，以及投入河道综合整治、绿道
网建设等，以农村特色资源为依托，着力提
升项目所在地的配套设施，进一步夯实当
地产业发展基础。

2022 年瓯海区布局系列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研学纸山”“创梦山根”两个省级
首批未来乡村试点建设验收，“五社侨乡”

“印记渔潭”“寓见龙溪”入选全省第二批未
来乡村试点；泽雅君兰文旅、安葵民宿等 4
个亿元项目落地，瓯柑、杨梅、预制菜等特
色产业全面起势，百珍堂当选中国预制菜
产业联盟轮值主席单位；以强村公司为实
现载体的“市场化+集体经济”改革相关做
法成功入选全省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实
践试点与典型案例。

从美丽乡村衍生到美丽瓯海，瓯海区
连续以“新春第一会”形式部署“美丽瓯海”
全域行动，强势推进亚运新城、温瑞塘河等
精品风景带建设，一场从乡村到城市、从环
境整治到共同富裕的全民行动，正描绘出
瓯海“点上有风景、沿线连成景”的美丽城
乡新画卷。

叫响一座城，聚力乡村产业振兴

瓯海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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