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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之间讲好美丽故事
甘凌峰 吴合众

苍南 168 黄金海岸线被称为浙江大
陆架上最美的海岸线。然而因传统的紫
菜养殖产业，曾一度陷入脏乱臭的困局，
夏天村民将养殖紫菜用的竹竿和锚绳收
上岸，腐烂的味道迎风飘散⋯⋯

近年来，苍南在 168 黄金海岸沿线
陆续搭建了 82 个远离村庄的堆放点，实
现毛竹、锚绳等生产工具统一收纳全域
覆盖。同时，指导村民做好门前三包、垃
圾分类，鼓励加入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队。

以 168 黄金海岸线打造为契机，苍
南在全域范围内进行环境整治提升。从
生产资料乱堆放、房前屋后乱搭建、边角
地失管、家禽散养等10个方面入手，村庄
环境取得显著改善，基本实现洁化、净
化、序化目标。

钱库镇来谊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是国学大师苏渊雷的故里。以前农
户房前屋后乱搭乱建违章现象严重，环
境脏乱差。通过开展全域土地整治，拆
除老房，兴建新房，农民的房子市值翻了
好几倍，改善了群众的居住环境。在此
基础上，整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地，
统一规划，多余空间整理出来打造农村
文化广场、旅游公厕、绿化景观、小菜园、
小庭院等人居环境配套设施。建成“玉
龙乡居”，打破农村传统的建房格局，全
部改为三层江南民居风格。同时，通过

改造一座废弃的旧厂房，打造了一个
1300 多平方米的红色阵地，成为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点。

在南宋镇，大力推进“矾都矿乡”省
级城乡风貌样板区创建，实施重点道路、
重要节点景观提升工程 30 处，完成农村
公路 9 条、沿街建筑立面改造 400 家，三
星级农贸市场等一大批功能性项目相继
完成。同时，全面落实河长制，完成入河
排污口治理 32 个，新建完善雨污水管网
11.4 公里，完成接户改造 1191 户，“污水
零直排”实现全覆盖。小而精、优而特的

“雅致南宋、品质南宋”魅力初步显现。

连片整治焕发全域美丽颜值连片整治焕发全域美丽颜值

一条绵延 168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将一个个村落串珠成链。这里山海兼具，海岛、沙滩、奇峰怪石美不胜收。这里人文荟萃，抗倭文化、农耕文

化、矿山文化交相辉映。山海苍南，以山海之美描绘生活之美，走出了一条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幸福路径。

20年来，苍南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宜、立足长效、综合治理”的原则，片区化、组团式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截至目

前，培育了8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29个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9个村入选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政

村覆盖率达100%。

苍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探索共建共
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善治善
成的乡村治理水平，展示乡村治理新气
象。

2017 年，灵溪镇余桥村（今余桥社区）
开始整村拆建。如何改善整村面貌，让每
一户村民满意，考验着镇村两级干部的智
慧，余桥村把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作为改
善人居环境、实现村级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的战略举措。在创建工作中，村两委把建
设任务分解到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坚持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支持的建设原
则，团结和调动全村一切力量，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

经过全村人的努力，余桥村集中建成
小区 19 幢 214 间，村内主干道硬化率达到
了 100%，自来水入户率、用电普及率确保
100%，村庄绿化率得到较大的提升。居
家养老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垃
圾分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设施相继建
设，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恋之乡野·
花园余桥”画卷基本成型。

南宋镇突出“共治”，激发镇域治理活
力。建立“村民聊天室”“志愿者队伍室”，
组建应急管理队伍和平安巡防队伍，积极

吸纳优秀乡贤、“两代表一委员”等进入网
格队伍，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
民管”。今年以来，全镇共调处纠纷 494
起，创建县级善治村 3 个、市级民主法治村
3 个，北山村获评第三批省级引领型农村
社区。

针对当下火爆的“夜经济”，南宋镇通
过召集摊主、村居代表，协商制定“夜市”
管理办法，规范摆摊设置，规范“夜市”管
理。成立夜市管理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日
常巡逻，招聘专职保洁人员，做好保洁收
尾。要求摊主做到垃圾随产随清、摊走地
清，以确保“夜市”环境卫生整洁。

““小镇善治小镇善治””彰显和谐之美彰显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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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乡村文化基
因，坚持乡村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保护
并重，传承好“活态文化”。

2022 年 7 月，灵溪镇文体中心开馆。
灵溪镇文体中心总建筑面积 1.6 万多平方
米，是一座融传统性、文化性、艺术性、时代
性于一体的标志性建筑，可兼具举办文体
赛事、演艺活动、展览、图书阅读、全民健身
等功能，是灵溪镇大型文体综合空间。

灵溪镇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目颇多，除市级非遗项目提线木偶戏
之外，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单档布袋戏、省
级非遗项目苍南渔鼓，以及非遗展示项目
点色剪纸、米塑、钩绣、吹糖人等。由此，灵
溪镇文体中心常态化开展非遗文化展演活
动、非遗项目集中展示等，通过非遗活动的
开展，将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广大群众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钱库镇项东村则以千年历史文化底蕴
为根基，打造富有特色的“状元故里”，兴建
游步道、改造民居、打造主题绿地等。吸引
村内乡贤回乡投资，建设特色民宿、特色农
家乐等。协调各部门修整无房户安置房建
设，保护民国老围墙不被破坏。在企业乡
贤的大力支持下，率先成立了钱库镇第一
个村级文化客厅，摆脱了文化礼堂的单一
形式，一步步成为钱库镇有名的“美丽乡
村”。

桥墩镇碗窑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村。从 2017 年开始，碗窑村依托山青水
碧、阡陌纵横的生态基底，深入挖掘碗窑文
化、古街文化、龙窑文化、乡土文化、瓷韵文
化、民俗文化。2019 年，徐定昌大师工作
室落户碗窑村，工作室团队致力于研究开
发桥墩碗窑青花瓷系列产品，为碗窑景区
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一股“青蓝”活力。

多元文化传承人文之美

（（本版图片由苍南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苍南县委宣传部提供））

山海苍南，不同的村庄资源禀赋各
异。苍南因地制宜，开展了折股量化、文
旅融合、稻鱼养殖等路径探索，打造乡村

“产业美”。
2018 年，莒溪镇整合溪东村丰富的

森林、溪流、碇步、峡谷、畲族文化等旅游
资源，启动了“畲族风情民宿”项目建
设。该项目将溪东村闲置的16间农房进
行改建，由苍南县旅投集团与溪东村共
同投资，以折股量化的新方式建设运
营。目前全镇共有各类折股量化项目13

个，除去其他参与方的股份收益，其余均
分配给低收入农户，5 年来为 400 户低收
入农户每户增收 2600 多元。在此基础
上，由 14 个村组成强村公司，投资 1300
余万元建设低收入农户帮扶中心，建成
后作为高质量农业项目和来料加工的场
地，增加14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

结合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战略，莒
溪镇还投入 1400 余万元推进稻鱼综合
种养项目，探索“一田多收”的发展新
路。引入豆腐柴林下经济种植项目，探
索“公司+集体+农户”经营模式，为村集
体创收；大山村和大坪村在农耕文化体
验园建设基础上推出的田园土灶项目，
2023 年“五一”期间吸引了 40 余批次团
体游客前来打卡旅游，有效带动该村农
户就业及周边农产品销售。

南宋镇立足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不
断激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以总部经
济园为“橄榄枝”，吸引12家总部企业“金
凤凰”落户，主要经济指标排名全县前
列，2023 年 1—6 月份实现税收收入 1.44
亿元。以生态文旅为突破口，全面提升
服务业发展层次，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打造“一园六厅”的溪光村文化创意
园，积极融入矾山国家矿山地质公园创
建，成为苍南沿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关
键一环。

特色产业全面激发乡村活力特色产业全面激发乡村活力

城市人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农村
里也有。苍南始终坚持城乡一体化发
展，不断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
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
农村流动，让乡村享受无微不至的美
好生活。

近年来，马站镇中魁村成功申报
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以
及省“2+4”多跨场景应用试点村。中
魁村融合智慧农场、5G 云诊室、智慧
村社通等项目，搭建集农业、旅游、气
象、治理、教育、医疗于一体的数字化
驾驶舱，消除各领域“数字壁垒”，全面
提升数字化改革的普惠效能。通过

“数字+”赋能，全方位打造“2+4”多跨
场景应用建设，全面提升文化、教育、
健康、救助、养老等乡村治理服务水
平。

在中魁村的“5G云诊室”，村民足
不出村，即可直连苍南县医院看病就
医。该诊室由原来废弃的小学教室改
建而成，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左右，
除了药房，还有全科诊室、治疗室、换
药室、24小时健康小屋等功能区。

灵溪镇余桥社区的一个个“综合
体”深受群众欢迎。在生活服务区内，

“长者食堂”以个性化精准化服务，为
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堂食、送餐等服务；
24 小时自助智慧诊疗驿站让轻症病
患可在“家门口”就诊，缓解“看病难”

“看病烦”问题。在现代农业创新服务
中心，设有农事综合服务区、特色农产
品展销区、余桥优品直播间、庄稼云医
院等12个板块，满足办事服务、展销、
培训、讨论会议等功能，帮助农户提升
农产品的产量、质量、销量，让农户“种
得起来”“卖得出去”“富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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