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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标杆美丽乡村 引特色产业项目

银湖街道：久久为功 富春江畔绘富美新篇
陆群安 童林珏 唐思远

建标杆美丽乡村 引特色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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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点建设收尾
美丽乡村未来已来

在富阳区银湖街道的美丽乡村精品
线路上，唐家坞村是重要一站。但如果将
时光倒流 20 年，唐家坞村的面貌却和美
丽沾不上边。

“不管批哪里，我就建这里；不管批多
大，想建多大就建多大。”回忆过往，唐家
坞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晓康无
奈地说，彼时，村民一户多宅、破旧危房乱
象始终困扰着村干部。

除此以外，一条自北向南贯穿全村的
坑西溪，当时算是村民生活垃圾、养殖垃

圾的“归宿”，一到夏天，水体发绿、发臭的
情况就特别严重。在陈晓康看来，20 年
前唐家坞村的人居环境，可以用恶劣来形
容。

今年 8 月，再次来到唐家坞村，夏日
的坑西溪透彻清凉。

“2003 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我们大幅度提升人居
环境的工作也是在当时起的步。”陈晓康
介绍，尤其在近 10 年间，唐家坞村结合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专项行动，开始
打造美丽乡村精品村。

村庄绿化、道路硬化、庭院美化、路灯
亮化、自来水洁化⋯⋯短短数年间，唐家
坞村在富春山居美丽乡村提升、精品村建
设、特色村建设、杭派民居建设等一系列
项目推进过程中，村庄面貌发生巨变。在
乡贤力量的助力下，唐家坞村还打造了文
化丛书、艺创节、乡野户外等农旅新业态。

当然，唐家坞村改善人居环境的故事
如仅停留于此，那它的“话题性”就不是那
么突出。

时间来到去年 10 月，富阳区第一个
5G 数字化健康乡村服务中心在唐家坞村

正式启用，该服务中心
利用“人暖云村”数字
化平台对接三甲医
疗资源，面向村民
开展线上问诊、健康
监 测、档 案 管 理 等 服
务，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省级三甲医院专家
的服务。

“这是唐家坞未来乡村建设
成果新的体现，也是美丽乡村标杆点建设
的特色展示。”据陈晓康介绍，2021 年，唐
家坞村入选富阳区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
丽乡村标杆点建设名单，目前，该项目已
经到了收尾阶段。而5G数字化健康乡村
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正是该项目突出人
本化、数字化的建设标准的直观体现。除
了医疗健康领域，该项目已将现代数字治
理技术引入村庄日常管理、交通出行等不
同场景。

“随着未来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大量
资金、项目向乡村倾斜，清廉村居建设成
为有效降低廉政风险的抓手。”银湖街道
纪工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唐家坞村积

极创新监督路径，在监察工作联络站的基
础上，建立了“固定+机动”模式组成的监
察信息员队伍，在每一个自然村选取 3 至
5 名村民作为固定的监察信息员，负责日
常监督和信息收集。

重量级项目开工
产业蝶变二次腾飞

从环境恶劣到未来已来，唐家坞村的
蝶变，是浙江省千万美丽乡村的典型代表。

对标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
环境改善重点，距离唐家坞村仅 5 分钟车
程的坑西村同样具有代表性。

今年 6 月 26 日，由乡贤引进、总投资
9亿元的杭州西岩威斯汀温泉度假酒店项

目，在坑西村西岩温泉
文化旅游度假区正

式开工。
酒店建成

后，将与世界
级 大 师 隈
研吾设计

的 西 岩 温
泉中心一起，

为 都 市 人 群 提
供集温泉康养、旅

游度假、文化娱乐于
一体的文旅服务。

重量级文旅项目为何落户坑西村？
坑西村党委书记赵明灿回答：“天时

地利人和。”据赵明灿介绍，如果时间回到
20 年前，坑西村肯定不具备文旅项目落
户的条件。“20 年前，坑西村以开矿出名，
最多时有 7 座矿山，还有 4 家沥青拌和
场。”说起过往，赵明灿无奈地用“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来形容当时的人居环
境。

赵明灿所谓的天时，即“千万工程”开
展后，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坑西村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了所有矿山，此后数
年，坑西村的生态得以修复。

“老的致富路子走不通，我们就开始

想新的创收办法。”说起矿山关停后村里
的致富故事，赵明灿自信地说，“千万工
程”开展后的数年时间里，坑西村开始探
索借“地利”优势，摸清家底发展美丽经济
新途径。

比如，将废弃矿山、腾退厂房、周边山
林、地质资源等资源集聚起来，坑西村成
功打造了“百亩荷塘、千亩石林、万亩茶
园”。“在坑西村的茶园上，我们建起了可
以鸟瞰周边的近万亩观景台，这一直是游
客的热门打卡点。”赵明灿说，除此以外，
整治后的坑西村，新增了225.3亩耕地，也
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

当然，最让坑西村民对产业发展信心
倍增的事，是文旅大项目的接踵而至。

因辖区拥有地处天目山余脉、有着
丰富地热资源的西岩山，2018 年坑西
村成功落地浙江永耀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的西岩温泉文旅项目。

次年 11 月，西岩温泉 1 号井成功在
2096 米的岩层中探出了富含硫化氢、氟、
氡、偏硅酸盐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水，“井
口出水温度 49℃，每天的出水量大约 600
吨，温泉级别达到‘浙江温泉 AAAA 级’
命名标准。”赵明灿说，大项目的落户，带
动了上山道路、矿区治理造田、饮用水、农
村四好公路拓宽等实施造价达 1 亿元的
政府工程，同时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300万元，解决300余人就业。

“大项目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和农家乐
产业发展，不少以前的废渣石运输队队
员，都办起了农家乐。”赵明灿说，随着“十
四五”交通项目的持续推进，等到杭州中
环快速路开通，从杭州城西到坑西村，只
需要10分钟左右车程。

“在银湖街道，像唐家坞村和坑西村
这样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共有14个，截至今
年6月，其中11个村已完成区级验收。”银
湖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银湖街道将
继续扎实推进“千万工程”，以更优人居环
境，继续助力浙江乡村整体人居环境领先
全国。

（图片由富阳区银湖街道提供）

“千万工程”扎实推进20年，浙江

省各地以久久为功的姿态，造就了万

千美丽乡村。

聚焦目光于杭州市富阳区的富

春江沿岸，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成为

新时代富春山居图上的重要笔触。

要问今年富阳区美丽乡村的“话

题王”是谁？不少人会说起银湖街道

同时入选了浙江省清廉村居建设示

范单位名单与浙江省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名单的唐家坞村，以及刚刚办

完杭州西岩威斯汀温泉度假酒店项

目开工仪式的坑西村。

村监会成员开展工程监督检查

西岩服务中心西岩服务中心

唐家坞村砚池广场

洞桥镇：乡愁中的广阔天地谱华章
李 睿 朱英姿

打底美好乡村生活

无论是从杭州城区还是富阳城区出
发，驾车一路向西，平稳通畅的双向两车
道串联一路风景，不出一两个小时，就能
顺利抵达洞桥镇。

“路更宽了、更平坦了、更好走了。”这
是 20 年前的周君完全不敢想的。她的家
乡洞桥所在的龙羊片区，因地处偏僻长期
排在富阳乡镇交通便利度的尾部，多年以
来更是富阳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较为迟
缓的区域。

在洞桥土生土长的周君仍然记得当
年泥土飞扬的泥泞小道，“去一趟富阳得
先到新登转车，班车还一天只有三趟，花
上一天时间很正常。要是去杭州（城区）
就更麻烦了。”

变化，发生在 2003 年以后。那一年，
浙江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这其中，提升人居环境是第一步。

从泥路到石子路到柏油路，路的变化
最直观。光 2019 年到 2021 年三年间，洞
桥就建设了 26 条“四好农村路”，实现柏
油路通至每个自然村。

乡村随之蝶变。路两旁亮起了灯，多
出了如城里一般的绿化，各类垃圾开始规
整，立面外墙纷纷美化了起来，村民生活
舒适度、美观度得到了全面提升。

“我们重塑了乡村的人居环境，但并
未改变乡村的味道。”洞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也正因此，保留了沿溪连片古建筑
的洞桥文村，从浙江 300 余个乡村中脱颖
而出，被建筑大师王澍选中，成为他的第
一个乡村改造项目。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四年间，文村
24 幢新式民居逐渐从 900 多年历史的古
老村落中“生长”出来。抬眼望去，一幢幢
临溪而建的民居，有的是当地常见杭灰石
立面，有的是当地传统工艺夯成的黄黏土
墙，偶有几幢白墙黛瓦点缀其间，却配以
原木色的长门，尽显江南之韵。

美丽乡村“颜值”变产值

文村，仿佛为洞桥镇撕开了一个口
子。客如云来，时不时出现的大巴车和陌
生的脸庞，村民早已习以为常。这座偏僻
的小镇，人气慢慢旺了起来。

“90 后 ”方 梦 翌 就 是 这 会 儿 来 的 。
2016 年，规划建筑专业出身的她第一次
来到洞桥，在文村参观了建筑大师王澍的
第一个乡村改造作品，也登上了周边山
顶，俯瞰乡村风貌。“很难想象在杭州一个
偏远的小山村里，居然有这样的好项目和
好风景。”

没有过多犹豫，她跟随导师，扎根这
片大有可为的天地，成为上湾文旅联合创
始人和“野生君”创始人。当年在他们脑
海里设想的“山也度·塘湾里”自然社区，
已经在洞桥镇的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并
于去年陆续投入运营。

杭州（国际）青少年营地也来了。地

形地貌丰富、野味野趣十足、远离城市喧
嚣又交通便利⋯⋯一系列与生俱来的优
势，让洞桥成为该营地的最终归宿。

这座由航母、火箭、飞碟组合而成的
1.6 万平方米营地建筑群，于 2017 年正式
投入试运营。不仅为洞桥带来了数以万
计的亲子家庭，也让营地经济成为洞桥的
品牌之一，陆续吸引了野生君、少年军等
营地项目入驻。

人才来了，项目来了，如何带动村民
增收？

在文村，村民纷纷将自家的房子改造
成民宿；塘湾的自然社区项目不仅提供了
就业岗位，也给村民的农产品带来了更多
的销售渠道；营地则开始与民宿、餐饮、农
业基地等主体建立合作模式，为营地的商
旅客人提供餐饮、住宿、体验等服务。

截至目前，洞桥已发展农事体验点
220 余家，“营地产业”为周边村民提供就
业岗位 1000 余个，年均接待营员 1 万余
名，为农户创收 600 余万元，全镇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8 年的 29517 元增长
到2022年的41177元。

山乡里过上“向往的生活”

回望 20 年的发展，洞桥镇相关负责
人感慨万千：“早些年洞桥人靠山吃山

发展粗放型经济，不仅破坏了村庄环境，污
染也十分严重。”如今，还青山以底色，发展
美丽经济，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村美了，民富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漫步洞桥乡村，一点明显的感受是，
村子里的文化气息越来越浓厚，村里的人
也越来越文气。

杭州第一位状元——施肩吾就出生
在洞桥贤德村。近年来，洞桥以“状元故
里行”为主题，主打“状元文化”品牌，陆续
推出状元里景区、状元特色巡游表演、状
元馒头、状元粉丝等状元主题系列产品。

“以文化为抓手，不仅丰富了产品形
态，助农增收，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
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洞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如今，洞桥的每个村都有一座文化礼
堂，不仅都安置了运动健身设施，还拥有
常在组织活动的“文化管家”。木艺课、花
艺课、舞蹈健身课⋯⋯村民闲暇之余的选
择越来越多，文化兴趣和需求被激发，获
得感和幸福感倍增。

离开洞桥镇时，我们碰到了 89 岁的
袁家村村民洪德富，他正赶着去村口的老
年食堂吃饭，脸上笑容洋溢：“谁能想到，
老年食堂都开进了我们村呢？”

炎炎夏日，洞桥镇不缺人气。

这座位于杭州富阳西北部的小

镇，拥有全国首个新劳动教育研学基

地。正值暑期，来自杭州周边的亲子

游团队纷至沓来，他们入住村民家

中，体验农耕过程、制作当地美食、感

受非遗文化，在环境优美的村子里完

成一次劳动教育实践课。

这方距离杭州城区百余里的僻

静之处，拥有出自建筑大师王澍之手

的“网红村”文村，成为建筑爱好者们

Citywalk 的首选地之一。他们在屋

巷中穿行，在建筑旁倚立，感受斑驳

阳光下的建筑魅力。

在山林环抱之间，还藏着一片

“山也度·塘湾里”乡村自然社区，既

有高端民宿酒店，也有院士工作室。

学者、艺术家、企业家等陆续成为新

村民。他们在乡村大地间激荡智慧，

碰撞火花，共建理想社群。

山 清 水 澈 ，古 村 画 意 ，落 日 星

辉。不同身份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

洞桥，层峦叠嶂之间，他们望见山、看

见水、记住了乡愁。

20 年来，洞桥镇以党建引领深

入实施“千万工程”，以整治环境“脏

乱差”为先手棋，全面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三大革命”，描绘天蓝、地净、水

清的乡村底色。和美乡村，宜居宜

业，从提升“物”的现代化，到推动

“人”的现代化，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内

涵和外延在洞桥镇不断扩展。

新劳动教育新劳动教育

文村映山红文村映山红 吴昱吴昱 摄摄

洞桥文村洞桥文村 马赛洁马赛洁 摄摄

洞 桥洞 桥““ 山 也 度山 也 度··塘 湾塘 湾
里里””自然社区自然社区 马赛洁马赛洁 摄摄

（图片由富阳区洞桥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