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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慈溪市横河镇提供图片由慈溪市横河镇提供））

新故相推舒画卷，丹青妙手向翠峰。

行走在慈溪市横河镇，清丽山水

与厚重文化交织的独特韵味扑面而

来。作为慈溪“南大门”，20 年前的横

河不是今天这般模样：区位优势薄弱，

产业转型乏力，虽是工农业均衡发展

的大镇，但受传统块状经济发展制约，

城乡面貌难有起色⋯⋯

要想富，先修路。以“千万工程”

为牵引，横河从人居环境和交通基建

入手，久久为功重塑城乡环境、再造特

色产业，开启了一场接续二十年的乡

村变革实践，镇域发展面貌大幅改善。

杨梅主题公园（文旅融合区）开

建、横筋线等交通要道启动整治攻坚、

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加速赋能⋯⋯抢抓

胜陆高架贯通，翠屏山中央公园规划

建设等重大机遇，横河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奋起追赶，加快打造现代化“人文

山水名镇”、独具魅力的慈溪南部大花

园。

抢抓机遇加速城乡蝶变

杨梅采摘、消暑露营、野跑打卡⋯⋯
这个夏天，不少游客从四面八方来到横
河，领略翠屏山麓别具一格的乡村风情。

一座胜陆高架，改变了人们的通勤，更
为横河这样的节点型乡镇带来发展契机。

今年杨梅季，横河杨梅主题公园（文
旅融合区）正式启动建设，三大区块、四大
工程按下加速键。其中，笋岙区块对标未
来乡村建设标准，打造浙东乡村特色体旅
新地标；竹山区块按照典范村培育建设要
求，打造“樵隐里”文化旅游新标杆；大山
区块通过整村有机更新改造，打造山居民
宿体验新示范。

时光如妙笔，雕刻着乡村的点滴变
迁。作为慈溪“南大门”，过去这 20 年，横
河积极抢抓每一次县域基建改善、推进的
机遇，为全镇乡村发展腾挪空间、嫁接资
源。

2013年前后，正是横筋线的拓宽改造，
为沿线各村实施村居面貌重塑提供了机
遇。依托慈溪南部沿山线建设、胜陆公路
二期、杭州湾引水工程等大项目，杨梅主产
区梅园村公共配套设施得到显著提升。这
两年，横河还加快梅园-大山片区中心村建
设，拓展提升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现“党
建联建、规划联片、产业联动、社会联治”，
握指成拳，加速蝶变。

今年以来，当地投资1200万元的杨梅
主题公园（胜陆高架互通区块）已完工；投
资2500万元的笋岙区块一期野跑、环境改
造提升工程完成过半。

一边是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边
是小切口的人居环境改善。多年来，横河
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建设总要
求，借助一个个抓铁有痕的硬件改造项
目，将一批基础薄弱的小村打造成魅力独
具的特色村、网红村。

马堰村因马山下筑有一堰得名，当地
启动北大江马山闸综合整治工程，同步打
造美丽村景。新建十个停车场，预计可增
加停车位200余个；进一步挖掘文旅资源，
打响“徐爱故里 良知心境”的招牌⋯⋯多
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了周边百姓交
口称赞的富裕村。

美在“颜值”，更美在发展。依托扎实
的一产基础，横河积极发力生态杨梅、太
秋甜柿等特色产业，加速闲置要素整合再
利用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平台机遇。“绿色精品杨梅品鉴会”、
首届“水蜜桃节”等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打
响“横河优农”特色品牌。

交通区位优势凸显，一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落户横河，带动数字农业、户外休闲等
新业态蓬勃兴起。在子陵村，由老房子改造
而来的“小隐茶野”每周末都能吸引十多批
客人预约前来，沉浸式体验乡野乐趣。今年
上半年，横河全镇行政村实现经营性收入
2400多万元，同比增长近25%。

集众智，聚合力。横河邀请同济、浙
大、中国美院等高校专家编制旅游专项规
划、南部山区建设规划，目前正加快推进《全
镇慢行道体系规划》。未来，横河将以慢行
道建设实现镇域特色景观串点成线，打造翠
屏山文旅新亮点。4 月举行的集中签约仪
式上，乡贤孙立强、胡金克等引进的杨梅传
承园等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达7550万元。

内外兼修筑造美好家园

“大家可能觉得‘八八战略’离我们比
较远，其实我们稻农对这个很有感触⋯⋯”
几把竹椅板凳，几句家长里短，前阵子，横
河镇“农民演说家”彭启启走进农户家，来
了一场接地气的“八八战略”微宣讲，真诚
又质朴的讲述，听得大家频频点头。

不仅塑形，也要铸魂。“千万工程”实施
过程中，横河格外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努力把广袤乡村建设
成为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农民演说家”宣讲品牌打造，正是横
河以新农人等群体为依托强化乡村建设先
进理念及共同价值弘扬的创新探索。该项
目不仅入围宁波市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项目，
近日还获得宁波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乡土文化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推进
乡村铸魂的资源宝库。近年来，横河打响
民间剪纸、农民画“非遗文化”品牌，赓续

“一门三孝子，五代九尚书”的孙氏慈孝文
化，传承严子陵“高风亮节”、马堰徐爱（阳
明心学）“知行合一”等人文理念，构建起
一脉相承、继往开来的地域文化特色。

横河还积极鼓励各村挖掘历史人文
资源，通过与村庄建设项目有机结合，加
快农文旅融合发展。眼下，横河正谋划串
联七星桥战斗纪念亭、孙境宗祠、竹山岙
战斗遗址等文化地标，打造特色生态文旅
精品线路。

工程如火如荼，阵地加速完善。在彭
桥村，全省唯一的数字文化礼堂改革试点
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借助数字赋能，村民
不仅可在手机上随时“点单”特色活动，还
能通过现代化的人机交互设备，沉浸式收
看文艺节目。截至目前，横河镇23个行政
村实现星级文化礼堂全覆盖，其中五星级
文化礼堂2个。

善治是未来乡村显著特色。立足外来
人口频密的特点，横河镇创新打造“固定+
动态”的网格E家，通过与“群治分”内设板
块结合、队伍能力提升、回溯机制探索，实
现全镇 80%以上纠纷在网格内化解，为乡
村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设平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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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工业整治如火如荼，新城开发

建设快马加鞭，南部风貌区“山水计划”

启动实施。走进“三北首镇”慈溪观海

卫，求新求变的创业激情扑面而来。

2001 年 10 月，由三村合并而来的

观海卫镇正式成立。摆在观海卫面前

的，是一系列亟待破解的沉疴顽疾：工

业企业数量多但集聚度差；坐拥丰厚

山水人文资源的农村环境脏乱，面貌

落后；镇域矛盾纠纷多且复杂，百姓幸

福感不强⋯⋯

20 年来，通过迭代实施“千万工

程”，观海卫从环境整治这个小切口入

手，久久为功推进镇域空间优化调整，

改善城乡民生发展环境，探索出了一

条经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

持续改善的产业强镇变革发展路径，

千年卫城绽放新颜。

一座老卫城的“变形记”

文化中心、科创中心等多个民生公
建项目建成投用，轻轨站、综合体、体育
公园建设正忙。距慈溪最大湖杜湖不
远，总规划面积 508.37 公顷的观海卫新
城眼下已初具规模，这里，将着力建设成
杭州湾畔创新型卫星城市的典范。

作为慈溪面积最大的乡镇，观海卫既
要解决镇域村居繁密、缺乏基础配套的

“老大难”问题，又要为历史遗存丰厚的老
卫城留出保护性开发空间，疏解城市集核
功能。借着“千万工程”的东风，观海卫大
约10年前启动新城规划建设，通过边拆边
建，一座兼具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的“复
合新卫都”平地崛起，风姿初露。

加速“农房两改”、建设农民公寓、争
创“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先进村、创新实
施“给全镇洗个澡”攻坚行动⋯⋯多年来，
观海卫在每个时期都会结合“千万工程”
迭代升级步调，推出一项契合当地生产生
活发展实际的重点工作。这些工作将城
乡整治与产业升级紧密结合，由点及面推
进镇域风貌重建、空间重塑。

一任接着一任干，工业大镇的城乡面
貌逐步改变，村镇能用的空间多了起来。
全国首家中美合资综合性医院落成、全国
十强房企进驻，入选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
点镇⋯⋯近年来，观海卫综合实力在全国
百强镇榜单上的排名一路向前。

环境整治是基础，要素激活是目的。
作为全国有名的工业镇，量大面广的村级
工业曾为观海卫孕育出多家制造业隐形
冠军和小巨人企业，成为百姓就业增收的
一大来源，但“低散乱污”、能级低下的问
题始终是困扰村镇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掣肘，如何破题？

去年起，观海卫制定《村级工业集聚
点改造五年行动方案》，通过“拆除退出一
批”“拆除重建一批”“综合整治一批”等多
元措施，计划按时序整治村级工业集聚点
14 个，共 1200 余亩，整治淘汰提升“低散
乱污”“两小”企业 300 家以上。

隆隆机声中，老厂房逐一拆除，新产
业新业态加快进驻。目前，观海卫东山头

（一期）、五里村项目已完成主体结顶，大
岐山国能置信智造谷于去年 9 月交付，东
山头（二期）、师东、卫东等区块高效清零，
新泽区块签约率超过95%。全镇已累计整
治企业作坊 160 余家，拆除建筑 13 余万平
方米。

除提升亩产效益，空间扩容还为乡村
带来增富潜力。新泽村工业区原本混居
的 53 家企业、作坊搬离后腾出土地 80 亩，
未来将打造总面积达 600 多亩的新城客
厅。

一幅新山水的“施工图”

茶室、村咖、露营基地⋯⋯位于慈溪
古韵秘色瓷文旅线上的双湖村枕湖而居，
不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座商贾辈出的
名村走向沉寂，村居老旧，村民外迁。在

“千万工程”推动下，双湖村通过加固维
修、恢复性重建的方式解除房屋危险；同
时将闲置农房再利用，通过粉刷处理、3D
墙绘、做旧处理，改造成业态房，引导乡村
人居环境有机更新。

以“干净、整洁、美观”为导向的持续
性整治，为古村孕育了“新生”。这两年，
双湖村抱团带动周围鸣兴村、湖滨村和白
洋村实现“党建合作、资源共享、发展互
惠”，推动古村旅游从“过境游”向“旅游目
的地”转变。双湖瓦窑头片的老旧房屋、
古早烧窑作坊等成了乡村创业者眼中的

“香饽饽”，身价倍涨。
依托“千万工程”，观海卫久久为功推

动镇域“蝶变”，加速自然人文禀赋资源梳理
转化。作为慈溪南部沿山文旅风景带和宁
波翠屏山中央公园规划北麓的重要节点，观
海卫南部风貌区正成为县域城乡风貌整治
提升的主战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一张

“山水计划”新蓝图正徐徐铺展——
整合自然山水资源，完善游憩配套设

施。湖中路改造、环白洋湖绿道建设⋯⋯
通过“古韵秘色瓷文旅线”“上林瓷乐·五磊
梵音”两条精品线创建，镇域景观能级焕然
一新，以鸣鹤片为核心的网红乡村打卡区
域初步成型，文旅头部企业纷纷落户。

梳理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历史遗
迹。打造宓家埭红色片区、推动红色村庄
昌明村建设、谋划虞世南故居一期，从罗鸣
路——湖滨路——三海线的沿杜湖“观史”
环线框架有序拉开。为放大虞世南、吴锦
堂、叶天霖等名人效应，观海卫还谋划打造

“观贤阁”等风貌区文化地标。
环境变好了，村民的生活也更有奔

头。聚焦老年群体，完成 106 家村（社区）
级老年活动室改造提升；立足特殊人群需
求,完成 106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暨“净居亮居”项目；构建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观海卫全镇共有体育场（馆）13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3平方米。依托
民营经济优势，当地还成立由政府引导、民
企助力、村级参股的基金，部分投资分红用
于镇内公共设施改善、公益事业自助、人居
环境提升。

乡村蝶变乡村蝶变乡村蝶变

横河杨梅主题公园横河杨梅主题公园

日新月异的新城日新月异的新城日新月异的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