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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如何深化“千万工程”，全域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临平：平原水乡，未来已来
王逸群 沈海明 陈陆琪瑶

清晨清晨，，运河畔的乡村在游客喧闹中苏醒运河畔的乡村在游客喧闹中苏醒；；午后午后，，开在麦田里的咖啡吧飘来阵阵清香开在麦田里的咖啡吧飘来阵阵清香；；傍晚傍晚，，千亩荷塘迎来一批又一批研学的孩子⋯⋯千亩荷塘迎来一批又一批研学的孩子⋯⋯

放眼临平放眼临平，，一幅新时代水乡画卷铺展眼前一幅新时代水乡画卷铺展眼前。。

循迹溯源循迹溯源，，2020年前起笔的年前起笔的““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描绘蓝图描绘蓝图——

20032003年年66月月，，浙江在全省启动了浙江在全省启动了““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工程工程（（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自此自此，，几万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写几万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写。“。“百姓与环境共美百姓与环境共美，，山水与经济共富山水与经济共富””的乡村画卷在的乡村画卷在

广袤的之江大地上徐徐展开广袤的之江大地上徐徐展开。。

再看临平再看临平，，运河畔的水乡人家运河畔的水乡人家，，在扮靓乡村颜值的同时在扮靓乡村颜值的同时，，充分发挥充分发挥““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策源地和实践地优势策源地和实践地优势，，乡村面貌大改善乡村面貌大改善，，乡村产业大转型乡村产业大转型，，农民收入大提升农民收入大提升，，走出了一条走出了一条

以乡村美带动产业兴以乡村美带动产业兴、、百姓富百姓富、、城乡融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城乡融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0222022年年，，临平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临平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5138451384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5..55%%，，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至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缩小至11..5555，，位于全省最优行列位于全省最优行列。。全区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区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0100万元以上村社全万元以上村社全

覆盖覆盖。。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临平再创新高临平再创新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1229012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8..11%%，，排名居杭州全市第一排名居杭州全市第一。。

这幅水乡画卷这幅水乡画卷，，如何能颜值与产值齐头并进如何能颜值与产值齐头并进？？在临平在临平，，我们遇见了乡村的未来我们遇见了乡村的未来——

未来风貌如何打造？
串珠成链，整体打造美丽乡村大花园

延绵几千里，流淌数千年。大运河，
沟通南北，穿越古今，孕育着江南水乡文
化，承载着无数繁华景象。

运河畔，塘栖村、丁河村、丁山河村等
坐落于此。坐拥 800 余亩丁山湖湿地，这
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然而十几年前，村
庄的居住环境困扰着当地干部群众。

近年来，各村开始轰轰烈烈的美丽乡
村建设，对村里环境卫生、公共基础设施
等进行改造，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通
过农业灌溉用水节水减排，改善乡村生态
环境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深入
挖掘自然生态资源，将生态资源融入乡村
建设。

不仅如此，如今漫步乡村，还有一条
塘超小径曲径通幽。作为“美丽乡村”水
韵风情线，这条风情线不仅连接了北面的
塘栖古镇和南面的超山，还串联起丁山湖
这片秀美之地。

如今，“手摇桨橹，网捕鱼虾”的传统
小渔村，已是一座美丽乡村大花园。带着
江南水乡的静谧，这些小乡村成了城市近
郊乡村旅游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沿着一条条绿道、水网，临平以大运
河为主轴，推动沿线美丽乡村串珠成链、
连片成景、优势叠加，实现全域美丽。以
丁山湖、运河北为主的两大核心示范片
区，按照片区化抱团发展方式，联动实施
全域景区化建设。

如丁山湖核心示范片区，注重与乡村
旅游、民俗文化等结合，构建乡村文旅融
合发展新模式。近年来，以核心圈为载
体，沿线乡村开展绿道毅行、摄影采风、休
闲夜跑、“湖光山色”音乐会、文化礼堂走
亲、乡村故事会等接地气的文化特色活
动，让乡村成为旅游的大花园。

运河北片核心示范片区则依托农业
资源和农耕文化，展现高效生态农业主题
特色，重点打造研学产业带，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连片打造，乡村间逐渐形成化学

反应，实现抱团发展。就在前不久，丁山
湖边的村联合组建了丁山湖农文旅融合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展文旅产业。“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抱团’的模式，拓宽乡村休
闲产业发展渠道，推动环湖各村的集体经
济迅速壮大。”丁河村党委书记朱祖华说。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山水、田园、村
庄、文化产业等串珠成链，描绘一幅运河
水乡画卷。

未来产业如何定位？
高效生态，向绿色要发展红利

经过 20 年的发展，乡村不仅改变了
原有面貌，也带动了“土特产”产业的迭代
升级，打开了产业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
新引擎。

临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传统农业”到“效益农业”，再到如今有
市场竞争力、能带动农民致富、可持续发
展的“高效生态农业”，临平不断转型升

级，将发展绿色经济、推动产业振兴作为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新一轮美丽乡村提质升级行动中，
丁山湖和运河北片两个核心示范片区，工
程投资总额中不少于 30%的资金用于美
丽经济产业培育或配套设施建设。

产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应该
选择怎样的产业？是 20 年来需要乡村不
断做的选择题。

运河街道新宇村曾是“两鱼养殖”示
范村，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当时的运河镇
几百亩黑鱼塘承包了华东地区六分之一
的餐桌。黑鱼养殖给当地带来了高效
益。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
环境污染。

“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提升浙江
效益农业发展水平的主导方向。”谆谆教
诲，为新宇村乃至临平的乡村振兴指明了
方向。

2015 年，为响应农村生态环保工作
要求，新宇村“壮士断腕”关停 400余亩黑
鱼和温室甲鱼产业，又改造原有水产养殖
业，将黑鱼塘改造为美丽荷塘，采用“藕鳖
套养”的立体绿色种养模式，上面种植莲
花、水面下养殖鳖等水产品，每亩年利润
达到1.2万至1.5万元。

以生态效益农业为驱动，临平成功
催生一批“美丽经济”：新宇村，每年夏
季开设的莲子共富工坊，带动周边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共同富裕的
路子越走越宽。杭南村，通过村
容村貌及乡村设施的改造建设以及
引进“欢嘻星球农场”，推动了网红咖
啡、田间露营、围炉煮茶等新兴业态发
展，吸引周边人群前来“漫游”乡村。草
莓君主题农场，22 亩智慧农业联栋大棚，
通过科研创新，探索“草莓立架式无土栽
培”模式。此外，还积极探索共享厨房、共
享农场等新路径，推动乡村闲置资源的科

学合理再利用，为各乡村村民、村集体等
带来经济收益。

大河淌，小河满。集体“钱袋子”越来
越鼓，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底气也越来
越足。

未来乡村如何激发活力？
运营前置，让乡村走向广阔市场

作为全省最年轻的新区，临平为乡村
倾注大量心血——

2021 年以来，短短两年，临平已分类
实施未来乡村、特色精品村、扩面提升工
程等项目 400余个。农村人居环境、公共
服务、文明乡风、文化内涵等都得到优化
完善。

作为乡村建设的优等生，临平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如何变一时美为长久美？如
何为乡村培养不竭动力？

在新一轮美丽乡村提质升级行动中，
临平重点围绕乡村产业培育，克服用地、
人才、资金等要素不足的问题，以整体打
造、运营前置的理念，在乡村旅游、乡村建
设前期介入，让“美丽乡村”能够转化为

“美丽经济”。
“在设计阶段，我们就把运营管理需

求的问题考虑进去，围绕产业发展和村庄
经营需要，配套安排相应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避免了设计、建设、运营三者脱节，
为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奠定基础。”
临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引育是乡村运营的核心关键。
在此基础上，临平将发展绿色经济、推动
产业振兴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目
标，让“美丽乡村”能够转化为“美丽经
济”，带动村民致富，增加项目收入，节省
投资成本。

夏日的塘栖村，农家乐一条街在节假
日“一桌难求”。2019 年芦塘湾正式开业
后，一年营收可在 500 万元左右。吊桥、

网红大草坪也都成了热门打卡点。不远
处，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水乡卡丁车俱乐
部，为游客带来速度与激情。

在改造过程中，塘栖村提前引入运营
团队，全方位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打造共富示范村。

乡村运营，关键在人。近年来，临平
引入大量优秀的运营团队和人才。2019
年起，临平区便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
人。作为乡村运营管理高精尖人才，他们
链接城市与乡村，有效导入团队、旅游、资
金等资源。目前，全区 7 位职业经理人在
各自就职的村庄发光发热。

在鸭兰村，“乡村 CEO”冯胜万深挖
村支部旧址红色文化资源，以及绣花和斫
琴两大非遗文化，并基于此发展当地经
济；新宇村职业经理人方泳利用村内闲置
空间为农创客开设了“红领播客”，村里生
产的莲子、藕、大米等农产品，大多通过直
播拓宽了销路。

运河水乡，乡村风貌多姿多彩，人才
赋能乡村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

“千万工程”还在不断推进，美丽乡村
如何继续前行？临平的回答值得期待。

丁河村土特产丁河村土特产
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新宇村“红领播客”直播间
累计直播百余场，销售额突破
300万元。

新宇村新宇村““红领播客红领播客””直播间直播间
累计直播百余场累计直播百余场，，销售额突破销售额突破
300300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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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临平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运河街道千亩荷塘运河街道千亩荷塘

奶奶工坊

卡丁车俱乐部卡丁车俱乐部

塘栖镇丁山湖示范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