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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浦镇打造“未来大地”品牌临浦镇打造临浦镇打造““未来大地未来大地””品牌品牌

拓宽乡村价值变现渠道

怎么让乡村值得去、有得玩？作为国
家发改委全国共同富裕基层观察点，横一
村的探索过程，回答了如何在“千万工程”
中提升乡村附加值。

过不了多久，横一村大片金黄色的水
稻田里，就会出现“未来大地”几个大字。
如今的“未来大地”，曾经是一个欠发达
村，2018年前横一村集体营收只有三四十
万元，对于到 2019 年底经营性收入要达
到70万元的及格线，村干部忧心忡忡。

怎么办？这个原住民达到 80%、老龄
人口过半的小村落，决定先“挖潜”：从一
只“柿子”找到突破口，打响传承 600 余年
的方顶柿品牌文化，开启美丽经济探索之
路。

2018 年 10 月，横一村举办了首届梅
里方顶柿丰收节。可是，由于配套设施不
强、整体规划不足，当时只吸引了 3000 名
游客，同时由于柿子季节性太强，又太小
众，很难撑起整个村的长远发展。

时间来到 2021 年，随着粮食功能区
“非粮化”整治的强势推进，横一村曾经的
苗木地变成了连片大田，如何做好“非粮
化”整治的后半篇文章，也变成摆在眼前
的一个难题。

面对难题，临浦镇形成一个共识：最
重要的是解决“价值”问题”，要让柿子、稻
子、院子远超原有的价值。

从卖柿子到卖风景。柿子成熟的周
期短，那么就依托千余棵百年古柿树的好
风景，因地制宜引入其他业态，展示“如意
柿界”美好景象，让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从卖粮食到卖体验。粮食增收有限，
那么就提前引入专业村庄运营团队，以山
水林田湖村为基本要素，探索形成“农业+
生产”“农业+旅游”“农业+研学”“农业+
体育”“农业+创业”的价值叠加。

从卖产品到卖产业。特产也有季节
性，那么就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第三产
业，通过开展围墙革命，完成全村百余户
农户庭院整治提升，连片打造美丽庭院集
中示范片区，用“降围透绿”换得全村“秀
色”，实现“一户一处景、一路一幅画”的大
美格局⋯⋯

从农民农村到农业，获得价值变现的
方式变得不再单一，乡村因此找到了更高
的附加值。

“规划先行”驱动后发优势

横一村的蜕变，始于 2018 年前后。
在历史时间轴中，当时的“千万工程”已走
过了 15 年，萧山已经完成了基础整治阶
段、精品提升阶段，进入了全域提升、示范
引领阶段。作为一个“后来者”，横一村如
何后来居上？

找准方向是关键。“千万工程”在浙江
起源时，要解决的就是一些地方“重城轻
乡”问题带来的“只管城市规划、不管乡村
规划”等现象。临浦镇在推进“千万工程”
在横一村的实践时，就非常注重顶层设
计，着力强调规划先行，充分发挥这一后
发优势驱动实现赶超跨越。

“虽然横一村位于萧山南部，但从大
杭州乃至长三角看，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临浦镇相关负责人说，横一村处在杭州一
小时交通圈内，地理优势得天独厚。利用
这一基础优势，临浦镇将“千万工程”看作
城乡融合发展的“牛鼻子”，特别注重城乡
共融，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率先在全国走
出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在城乡共融理念的牵引下，一个推动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均衡延
伸和覆盖的乡村综合体建了起来。

2021年，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
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在萧山举行，横一村
是现场考察点之一。考察中，横一村山顶

坐落的一家咖啡吧，引起了很多人的关
注。而这个咖啡吧所在的建筑，就是萧山
首家乡村综合体“如意山房”。

乡村综合体“如意山房”，折射了横一
村“千万工程”有别于以往其他村庄的建
设关键，就在于将品牌、规划、运营、数字、
生态“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在中国美院、
乡立方、阿里巴巴等专业单位助力下，乡
村综合体集特色农产品零售、团建空间、
书房、星巴克咖啡服务、餐饮、民宿等于一
体，实现完工即开张、开业即火爆。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记得住。在
规划引领下，临浦统筹考虑品牌定位、形
象、标识等，在横一村打造“未来大地”品
牌，实现“大地乐园”农旅经济、“大地课
堂”研学经济、“大地创客”双创经济共同
发展，推动乡村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同
步化，实现乡村“山水林田村”的价值再
造。

在“未来大地”品牌推动下，农文旅相
促相生、融合发展：当地历史悠久、远近闻
名的方顶柿复合栽培系统打造成农业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旅游产品，千亩稻田
打造成可参观、可研学、可体验、可休闲的
多功能郊野公园，农户家庭庭院“降围透
绿”后打造成了农旅融合的乡创载体⋯⋯
自 2021 年“十一”试营业以来，横一村累
计吸引游客超 80 万人次，真正实现“资源
变资产、投入即产出”。

农业农村农民共欣共荣

“千万工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金
钥匙。横一村的“未来大地”，推进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带动百姓创业就业致富，打
造了惠民均享公共服务圈、拓展了村级增
收村企合作模式，实现了从一人到多人、
从一户到多户、从一个村到多个村的农业
农村农民共欣共荣。

浙江的风景、浙江的农居、浙江的民
宿⋯⋯在网络上，美丽的浙江乡村屡屡出
圈。如今，“出圈”的是浙江的稻田——在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许多有关横一村
的笔记，大片水稻被称为浙江“治愈系稻
田”。

稻田“出圈”的秘诀，是横一村在推进
“非粮化”整治中，通过土地集中流转、大
户规模经营、科技机械强农，把零散的稻
田连成片，一种 2000 亩，建成了萧山连片
面积最大的水稻种植区，春天有油菜花，
夏天风吹稻浪，晚稻亩产突破 1400 斤，实
现农业增产。

大片水稻田中，鸭棚咖啡、如意跑
道⋯⋯不断拓宽未来乡村生产生活的边
界，实现了“网红示范富”。在“千万工程”
中，横一村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业态，通
过科学布局、招才引资，承接城市客群周
末休闲“外溢需求”，实现“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目前首批十余个业态已集中
亮相，鸭棚咖啡馆、“Hi稻飞船”、研学中心
等成为网红目的地。

网红项目示范下，带动实现“百姓创
业富”。只有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才是“共同富裕的新生活”。在美
丽蝶变中，横一村以“迁苗革命”“围墙革
命”为抓手，以千棵古柿树为村庄发展根
脉，引进和培育了一系列丰富的业态，盘
活村庄资产、将村民的庭院打造成一个个
创客空间，让原本闲置的农家小院变成为
乡村增彩、为村民增收的产业。特别是在
网红业态的示范带动下，近20户农户提
出开办民宿和餐厅申请，已经开业的
餐厅，从藏在深闺人不识到门庭若
市，真正享受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
带来的红利。

“村村抱团富”打造“乡村共
富带”。在横一村的示范下，临浦
镇以横一村为首发地，联动横二村、
浦南村，通过发挥“强村带弱村”的示
范引领作用，打造抱团发展的“乡村共
富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力争
打造集“产学游享”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2.0 版，“千万工程”让广袤的乡村催生更
多蜕变。

不仅是乡村美、生活富，更是治理美、
精神富。“千万工程”发展至今，补短板与
数字化日益紧密结合，在横一村就是如
此：依托“临云智”品牌进行数字化管理，
打造了你钉我办、巡逻日报、平安学堂、临
里议事、临里共享、信息广场、临里公益、
临里活动、临里互助等应用模块，形成乡
村治理闭环。在推进数字化场景建设中，
横一村还建设及对接了 11 个区级赋能场
景、12 个镇级场景、18 个特色场景，促进
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乡村
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让农民共享智慧生
活，有力推进了城乡共融共富。

“千万工程”将要描绘“千村引领、万
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卷。回
望横一村的蜕变，“千万工程”临浦实践将
如何再深化再提升？“从村庄环境建设出
发，逐步推进产业培育、公共服务完善、乡
风文明建设、数字化改革，先易后难，层层
递进，一定会带来深刻的环境变革、产业
变革、文化变革，让环境美、产业强、口袋
富的美好生活照进现实。”临浦镇党委主
要负责人说。

对于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的一些村民来说对于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的一些村民来说，“，“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带来的变化就是那一份送出的申请带来的变化就是那一份送出的申请。。

当村里养鸭棚改造的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地当村里养鸭棚改造的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地，，当村里的百年古柿林招引来咖啡服务当村里的百年古柿林招引来咖啡服务，，当专业文旅运营商接手村里的全域景区化运营当专业文旅运营商接手村里的全域景区化运营，，近近2020户农户向村里提出了开办民宿和餐户农户向村里提出了开办民宿和餐

厅的申请厅的申请，，他们要尝一尝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甜头他们要尝一尝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甜头。。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指引下指引下，，临浦镇以建设未来乡村为契机临浦镇以建设未来乡村为契机，，以以““萧山未来大地萧山未来大地””为定位为定位，，以打造共同富裕的农村基本单元为目标以打造共同富裕的农村基本单元为目标，，在横一村高标准建设以在横一村高标准建设以““绿色绿色++农文旅农文旅””为特色的未来为特色的未来

乡村乡村，，实现从默默无闻到游客扎堆的实现从默默无闻到游客扎堆的““逆风翻盘逆风翻盘”，”，找到了城乡共融的找到了城乡共融的““金钥匙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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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林中的游步道

““未来大地未来大地””游人如织游人如织

如意山房如意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