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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余姚市牟山镇提供图片由余姚市牟山镇提供））

每年秋风起，宁波市余姚市牟山镇
土特产里的“当家花旦”——大闸蟹，便
进入产销两旺的时期，可如今，到牟山不
只吃吃大闸蟹那么“单调”了。

在“渔绿园”田园综合体里，露天电
影、篝火晚会、水上乐园、VR 逼真体验、
真人 CS 户外竞技等体验项目应有尽
有。还有 3 个 1200 亩外延水产基地、
600 亩杨梅合作基地，满足不同季节、不
同游客群体的需求，每年迎来近 10 万人
次流客，带动近千农民共同致富。

近几年，随着牟山“千万工程”的持
续推进，“农文旅”真正融合成一把致富

“金钥匙”。去年，全镇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3万元。

牟山镇地处宁波、余姚的西大门，下
辖 7 个行政村、1 个居委会，镇区域内有
宁波市第二大的天然湖——牟山湖，盛
产大闸蟹以及河鳗、湖鳖，淡水鱼水产十
分丰富。同时，境内山林环绕，山坡岙间
种植西山白杨梅历史悠久，誉满浙东。
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自然禀赋推动乡村
振兴，是牟山破题的方向。

多年来，牟山镇久久为功，谋深做实
“千万工程”，在这过程中，发展路径也越
来越明晰了——

牟山以“融”字为抓手，全力推进牟
山湖休闲度假区打造战略，整体规划，开
发乡土资源，提升环境，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项目、新业态萌发，实现农民增
收、农村增效。

“融”的基础是一方水土的“美美与
共”。

“山水湖城”牟山围绕“凸显特色亮
点、展示风土人情、彰显村庄魅力、提升
幸福指数”的总体目标，既高水准规划
了全域一张蓝图，又按照“因地制宜、因
势引导、因村而异”的原则，在个性上做
文章，在特色上下功夫，科学编制了各
行政村的建设规划，对建设方向进行了
研判和定位，让特色“显”出来。根据该
镇出台的《2021—2025 年牟山镇新时
代 美 丽 乡 村 五 年 品 质 提 升 计 划》，到
2025 年，全镇新时代美丽乡村品质提升
将全覆盖。

走进今天的新东吴村，路宽、岸绿、
水清、庭院美⋯⋯全村污水纳管、闲置土
地改造、路面硬化、村庄美化、垃圾分类
等一揽子的“变靓”工程，让这个曾经不
起眼的小村庄由“净化”到“美化”，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还先后收获省文明村、省
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等14项荣誉。

为了让“美丽”更加长效，新东吴村
建立了垃圾分类联户制度，6 支网格走
访小分队做好入户宣传、问题收集、矛盾
调处等工作。村里还为此制定了村民环
境卫生公约加强监督，定期对村里的环
境卫生开展自查自纠，形成“人人行动，
户户参与”的良好氛围。短短数月，全村
900 户村民中，垃圾分类行为形成率达
到 95%，卫生知识合格率超过 90%，卫
生清洁户更是达到 95%，小村因此成为
宁波市垃圾分类示范村。

美在“颜值”，也重在“内涵”。牟山
镇文化历史资源丰富、遗存众多，该镇深
入挖掘竺山商周遗址、晋代马步龙窑址、
宋代方长碑等文化遗传，为各个村庄的

“美”注入“魂”。像胡头堰江南水乡以
“乐活水村”为主题，王剡作片区则打造
“水岸花村”等乡居环境示范带，马家堰
片古村以“水街商埠”为主题进行改造等
等，力争打造成集党建联建、美丽乡村、
共同富裕、数字治理四位一体示范村。

“个个美”融合出“全域大美”。几年
来，牟山镇先后获得省治水美镇样板镇、
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宁波市级样板
镇、省卫生乡镇、省森林城镇、宁波市文
明镇、宁波市“无违建”乡镇、宁波市“美
丽水乡”等荣誉。

把“美丽”转化成产业，牟山镇的经
验是搭建平台，创新模式。

上树、种田、养螃蟹，在过去，牟山镇
的农户想要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就必
须依靠一己之力走完从种植（养殖）到售
卖的全过程。如今，再做同样的农活，村
民却有了稳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该镇
按照“一支创富团队、一批带富项目、一
群帮富对象、一名助富专员、一个造富基
地、一套致富报表”的“六富”要求，打造
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玥玡湾“共
富工坊”，通过建立集中采摘、上门收购、
统一加工等模式，助力当地农户的白杨
梅、大闸蟹、青鱼、甲鱼等农产品销售，拓
宽村民就业致富新路子，构建强村富民
新场景。

目前该工坊已辐射带动青港村及周
边片区五六十户农户，累计收购农产品
30余吨，平均带动农户增收2万元。

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样离不开人
才输入。牟山镇探索农业农村双创平台
建设，从构建农创孵化体系、打造乡村人
才队伍、提升创客综合能力着手，鼓励扶
持创业青年返乡创业，短短几年时间，

“渔绿园”农家乐、“湖心岛”咖啡馆等 8
个农业新业态就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新农人用新鲜的视角、新颖的理念、新潮
的技术，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破
解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

今天的牟山，从“千万工程”中汲取
“万千磅礴之力”，正书写乡村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清晨，大嵩江畔，阳光穿透薄雾，洒
向江面，柔和日光映衬着恬静的村庄，
一幅村美人和的靓丽画卷徐徐展开。

过去 20 年，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
紧随“千万工程”步伐，从改善农村环境
面貌起步，到乡村风貌提升与美丽经济
齐头并进，再到打造满足人的更高层次
需求的新时代美丽乡村，这份进阶之

“美”，逐渐由表及里、形神兼备。
迄今，瞻岐先后获评国家卫生镇、

省农业特色强镇、省文化强镇、省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省级美丽城镇建设样板
镇、中国最美幸福宜居典范镇等荣誉。

而今，站在深化“千万工程”的新起
点上，开始引发新一轮的“乡村思考”：
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的突破，瞻岐
步履不停，朝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路
前行。

重塑面貌
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山、
水、人家、村庄的有机组合总是令人心
生无限向往。在鄞州瞻岐，整洁美丽的
村庄星罗棋布，如诗如画。

日前，位于大嵩江畔的岐化村，数
十亩向日葵竞相绽放，随风摇曳，吸引
一批批游客前来打卡。这个曾是房屋
陈旧、环境杂乱的老村，经过整村墙面
外立面改造、小景观打造等一系列举
措，如今花木掩映、河水潺潺，粉墙黛
瓦、亭台俏立，勾勒出一幅唯美动人的
田园风光。岐化村的蝶变，也是瞻岐践
行“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

作为一个背山面海的千年古镇，瞻
岐深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而全面提升乡村风貌是
重要内容。乘着“千万工程”的春风，瞻
岐因地制宜，通过原拆原建、拆建并举
等，“精雕细琢”不断擦亮各村独有的景
色，在保留原汁原味生态美的基础上，
用心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美丽
村落在这里各美其美，串珠成链。同
时，瞻岐还由浅到深、从点到面，以示范
创建带动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先后将唐
家、姚家、岐下洋、岐化、东一、张东周等
10 个村庄创建为宁波市级安居示范
村。

改善人居环境之外，瞻岐聚焦“以
人民为中心”，千方百计抓民生福祉，引
进鄞州职业高级中学，建设覆盖全镇养
老服务网络，投入 6500 万元建设文体
中心、影剧院、游泳馆等，不断加强农村
公路、生态步道等基础设施的提质升
级。随着象山湾疏港高速穿镇而过、杭
州亚运会举行在即，抓住契机，瞻岐积
极做好配套保障工作，推动城乡品质建

设再提升。并且，瞻岐还充分发挥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民声、集民情、
汇民意、解民忧的作用，全力助推和美
乡村建设。

如今，在瞻岐镇的美丽村庄，一幅
幅“洁、美、绿”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处
处呈现“小城镇、慢生活”的诗意田园之
美。

更大的图景还在“未来”。目前，位
于镇文化中心南片区的保障性住房项
目正在建设中。未来，这里不仅将建成
瞻岐镇的未来社区，还将建成以宋韵建
筑为特色的大型商业广场，为群众提供
家门口的休闲、娱乐一站式服务。

产业融合
激发共同富裕新优势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
造福了万千群众。

可如何让乡村保持“持久美”？乡
村产业兴旺是根本。

作为鄞州最东极、蓝湾正中心，瞻
岐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产业优势。这
里不仅有 15 公里长的海岸线，孕育了

“瞻岐小八鲜”；还有富饶的“金土地”，
盛产柑橘、葡萄、猕猴桃、茶叶等 30 余
种农产品，可曾经这些农产品却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

为了全面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瞻
岐镇推进“山林田海溪”自然资源整合，
建立鄞州区首个镇级农合联，闯出了一
个“抱团发展”的瞻岐模式。在打响“山
海瞻岐”农业品牌之时，瞻岐还推进农
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合一村橘子节、东
二村农耕节、岐化村虾爬袋节等一批农
旅活动，这些节庆活动不仅为各村发展
注入活水，也助力瞻岐形成“主导产业
强、生态环境美、农耕文化浓、农旅融合
紧”的现代农业特色强镇。

瞻岐的融合发展远不止于此。
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路径。为此，民间文化底蕴深厚
的瞻岐深入挖掘“四民”文化，打响瞻岐
镇南二村文化礼堂“马灯调”文化品牌，
持续挖掘跑马灯、彩船抬阁、高跷、大头
娃娃、彩灯、骨木镶嵌、锡器制作等极具
瞻岐地方特色的文化，来增加乡村发展
的文化内涵，打造瞻岐“乡愁经济”IP。

如今，瞻岐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
文化特色，它们不仅助推农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也丰富了村民精神内涵，让瞻
岐镇在各种文旅创建中“收获颇丰”。
成功创建了“浙江省第三批创作采风基
地”“鄞州区马灯调基地”等优质的平台
阵地，持续提升瞻岐镇文旅小镇知名
度。

瞻岐乡村振兴正在加速跑。2017
年，瞻岐启动乡贤推进工作，深入挖掘
乡贤资源，连续举办 3 届乡贤大会，汇
聚全球各地 133 名乡贤成为家乡“设计
师”。如在合一村，乡贤不仅为村里发
展献智，还捐资帮村里修景观小品。这
些年来，乡贤推动涉及农业、文化、教
育、医疗等四大领域 20 个乡村振兴项
目驶上快车道。日前，瞻岐又牵手清华
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为瞻岐乡村振兴
添“智”提“质”。

站在新起点，奋楫再出发。“根据全
域旅游规划，我们将充分发挥‘旅游+’
叠加效应，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 ，助 力‘ 瞻 岐 人 家 ’变 身‘ 富 美 人
家’。”瞻岐镇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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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鄞州区瞻岐镇提供图片由鄞州区瞻岐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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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村乡贤捐赠打造的小景观合一村乡贤捐赠打造的小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