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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美丽乡村金名片 描绘富春山居共富图

杭州：叩响“只此青绿”的时代三问
王逸群

八月江南八月江南，，山水如画山水如画。。

小桥流水小桥流水、、屋舍俨然屋舍俨然，，老人孩子在村头巷尾怡然自乐老人孩子在村头巷尾怡然自乐；；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游人如织游人如织，，农户家门口的生意红红火火⋯⋯农户家门口的生意红红火火⋯⋯

之江大地上之江大地上，，这千姿百态的美这千姿百态的美，，可回溯至可回溯至2020年前的年前的““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工程工程。。

20032003年年66月月，，浙江在全省启动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从全省选择从全省选择1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把其中1000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也就是同年开始也就是同年开始，，杭州启动实施杭州启动实施““百村示范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千村整治””工程工程，，自此拉开了蝶变的序幕自此拉开了蝶变的序幕，，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

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主战场在主战场在““三农三农”，”，难点也在难点也在““三农三农””——大杭州大杭州9696%%的区域面积的区域面积，，绝大多数都是乡村绝大多数都是乡村。。杭州杭州，，不只有西湖边的不只有西湖边的

商贸繁华和钱塘江畔的高楼林立商贸繁华和钱塘江畔的高楼林立，，更应有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更应有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020年来年来，，杭州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杭州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从最初乡村环境整治的从最初乡村环境整治的““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到美丽宜居的到美丽宜居的““千村精品千村精品、、万村美丽万村美丽”，”，再到乡村现代化的再到乡村现代化的““千村千村

未来未来、、万村共富万村共富”，”，转变了乡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乡村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在绿水青山中端起了也在绿水青山中端起了““金饭碗金饭碗”，”，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模样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模样。。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如何在杭州落地生根如何在杭州落地生根，，从一项民生工程转化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的一项战略工程从一项民生工程转化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的一项战略工程？？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纲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纲领，，如何让乡村更美好如何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富裕让农民更富裕？？

杭州回答了时代三问杭州回答了时代三问。。

一问——
万千乡村，该是什么模样？

乘车沿着乡村柏油公路行驶，两边连
片的荷塘、稻田入眼，白墙青瓦、荷风蛙
鸣、孩童嬉戏，乡村正以一种画卷式的唯
美徐徐展开。

在杭州，可以看到全国乡村的样本。
然而 20 年前，一些到过浙江考察的人士
却将那时的情形概括为：“走了一镇又一
镇，镇镇像农村。”

当时的农村地区，环境“脏乱差”问题
尤为突出。如何改善人居环境？这正是

“千万工程”实施的重要初衷。
于是，一个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
行动开始实施。

作为浙江省“千万工程”的重要策源
地和实践地，2003 年 7 月，杭州在全省率
先开展以“脏、乱、差、散”为重点的环境整
治，和以农村污水、垃圾、厕所、道路硬化、
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
等“一村八项目”为重点的示范村建设。

连接着乡村的道路，也是整治的重
要一环。2007 年，杭州又首创将整治触
角向大交通延伸，实施高速公路沿线综
合整治工程，打造连通城乡的“景观大
道、生态长廊、惠民之路”。3 年时间里，
杭州全面完成了杭州绕城和杭千、杭徽、
沪杭甬、杭浦、杭金衢、杭宁“一绕六线”
整治任务。

高颜值的农村，成为城里人心中的
“桃花源”。截至 2010 年，杭州已高质量
建成了全面小康示范村 274 个、环境整治
村 3994 个。全市 94.6%的村实现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99.3%的村实现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

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杭州的
乡村也开始着重避免“千村一面”，追求从

“一时美”向“长久美”。立足“大景区”格
局，在全省创新推出“全域景区化”工作理
念，一体化、整体性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从中心村、精品村、风情小镇、历史文化村
落、精品线路和精品区块等“六位一体”的
美丽乡村建设，到农村污水、垃圾、公厕

“三大革命”，杭州擦亮了乡村的发展底
色，让乡村宜居、宜业、宜游。杭州，变成
一座全域“大花园”。

漫步田野，每一个村庄都有独特的风
景。桐庐荻浦的向往生活，富阳东梓关的
杭派民居，淳安青山环抱的世外桃源⋯⋯

一幅赏心悦目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
如何做到发展与保护并存，让乡村不

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还能记得住乡
愁？在提升乡村面貌的同时，杭州也注重
恢复和强化乡村既有价值及功能，加强村
庄肌理的保护和更新，让乡村发挥更大的
价值。

以西湖龙井闻名的梅家坞，是典型的
景中村，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丰
富且优质。在“千万工程”的背景下，梅家
坞依托原有乡村风貌开展景中村景观提
升，协调发展建设和景区风貌的关系，改
善村民生活条件，同时满足游客需求，以
茶文化为底蕴打造休闲旅游景点，让一片
叶子香飘万里。

青山绿水为底色，杭州乡村正迎来未
来。

二问——
城乡壁垒，应当怎样打通？

美丽乡村带来了和美生活的幸福实
景。据统计，杭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002 年的 11778 元、5242 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77043 元、45183 元，城乡居民
收入比1.71，为全国最为均衡的区域之一。

事实上，受制于地理因素，杭州曾经
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强西弱的格
局，地处西部的淳安、建德、桐庐、临安，发
展弱于东部城区。

如何有效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
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
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乡村和城市共同享
受发展的红利？这是杭州在推进“千万工
程”中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20年来，杭州将“千万工程”作为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形成城
乡全面融合新格局，杭州持续通过区县协
作、联乡结村等体制机制，探索破题。

从 2003 年开始，杭州对主城区、副城
区、中心镇、中心村、精品村等进行整体布
局规划。

2007 年，杭州将 38 个欠发达乡镇列
入重点帮扶对象，开展“联乡结村”活动。
150 个帮扶重点村、732 个经济薄弱村得
到结对帮助，4000 多个乡镇经济类项目、
25万余亩各类特色农业产业基地，为消薄
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2010年 8 月，杭州实施城乡区域统筹
发展战略，创造性开展区县（市）协作。城
区与县市对口结合，统筹发展。按照产业
带动性和地域相连性，杭州主城区与西部
县（市）成立 5 个协作组，在产业、资源、干
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协作。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变了长期以
来人们将城乡对立起来考虑的思维习惯，
也改变了长期来单向的‘输血式’帮扶。”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互利共赢的机制，解决了城乡统筹中
动力不足、难以持续的“顽症”。从“帮扶”
到“协作”，协作组在产业共兴、资源共享、
乡镇结对、干部挂职、环境共保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协作。

如今，西部四区县市（淳安、建德、桐

庐、临安）GDP总量实现翻番，整体实力显
著增强。

在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更多偏远山区的群众也逐渐享受到优

质公共服务。杭州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实现全覆盖，农村文化礼堂实现 500 人以

上村全覆盖。聚焦“一老一小”问题，杭州

打造集居家养老服务、老年食堂、医疗健

康、幼儿托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服

务矩阵，基本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普惠可

及，农村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明显提升。

随着乡村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杭州城乡之间已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

体关系。广袤的乡村，提供生态屏障，也

为城里人留住一片“乡愁”。

三问——
向往生活，如何美美与共？

改善人居环境，只是“千万工程”的切

入点。深化“千万工程”杭州实践，将乡村

产业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着力点，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优做强高效

生态农业，做新做大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时间回到 2010 年。彼时，杭州在全
省率先完成村庄环境整治，进入到更高水
平的建设阶段：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让乡村宜居、宜业、宜游，以产业为龙头推
动乡村振兴。

在此基础上，杭州不断拓宽“两山”转
化通道，针对乡村差异化产业结构，深化
产业多元化开发的乡村经营理念，挖掘用
活农业田园、乡土文化、乡愁乡韵、资产资
源，让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劳作变体
验。

民宿（农家乐）、农村电商、农业观光、
乡村旅游、运动康养、文化创意等一批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涌现。禹上田园、富春山
居、天目山宝、千岛农品、萧山本味等一批
农业区域公共品牌，也为农产品找到了出
路 。 2022 年 ，杭 州 全 年 休 闲 农 业 接 待
6248万人次，经营总收入65亿元，农村电
商实现销售额188亿元。

如今，杭州正打造和美乡村示范村，
以“山脉、水脉、文脉、业脉”为轴线打造未
来乡村共富引领带，以淳安特别生态功能
区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现路径，创新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乡村方案，推进乡村生产生活生
态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努力走出一条保
护与发展互促共进、城市与乡村融合共生
的新路子。

实现均衡发展，近年来，杭州还探索
出以大下姜联合体为代表的“共富体”建
设，打破传统行政区划限制，以发展实力
较优的强村为核心，按照地缘相邻、文化
相近、产业互补原则，划定一定区域组建
共富体。众多民营企业也积极助力乡村
共富的新模式，如滨江集团投资 5 亿元实
施胡家坪村共富项目等。一体化布局和
差异化发展，打通了经济发展要素流通渠
道，实现共享共赢。

向往的生活，还在于治理有效的善治
乡村。各类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各类行为
主体日趋多元的现况，也给未来乡村治理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党建引领，杭州
鼓励基层探索、共建共治共享，全面提升善
治善成。凭借“数字经济第一城”“数字治
理第一城”优势，杭州全力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一个数字乡村驾驶舱和乡村数字
基建、数字产业、数字治理、数字服务、数字
生活 5 大建设工程，让农业插上数智的翅
膀，让农村实现数智的治理，让农民享受数
智的生活。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作出战略部署。接下来，杭州将聚焦环
境和宜、风貌和韵、产业和融、人文和润、
社会和谐、生活和裕，着力提升乡村山水
田园之美、形态肌理之美、创新活力之美、
文化文明之美、共治善治之美、富裕富足
之美，努力描绘“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
域共富、城乡和美”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杭州范例。

美丽杭州，正着力激发乡村内生动
力，构筑起城里人向往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