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漫步在依山傍水的宁波
宁海下枫槎艺术农场，“清凉一夏不夜之
约”夜市热闹非凡，五彩绚烂的灯光照亮
了整个村庄。仅暑期一个月，依托乡村
露营体验、亲子游等特色项目，已吸引游
客约4000人次，运营收入达25万元。

村庄内仿古凉亭、音乐喷泉，小桥流
水⋯⋯勾勒出一幅田园风光画，品茶、听音
乐、赏美景，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游客进村，为村民打开了一扇家门
口的“致富窗”。在一幢颇具艺术气息的
民居内，村民沈玉燕正在自家工作室“燕

姐绣坊”内忙碌，“现在，我的编织、刺绣、
扎染等手艺派上了用场，制作的茶文化
布艺文创卖得很好。”她喜滋滋地说。

像沈玉燕一样，望府村的老百姓纷
纷打造自家的创业空间，开咖啡馆、做农
家乐、搞民宿等，让腰包鼓起来。短短的
两年时间，望府村已创建成为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首批宁波市艺术赋能
村、宁波市茶文化艺术传承基地。

望府村的变身依托的是跃龙街道积极
探索的“村企融合”模式，铺平富民产业链
的积极实践。该街道引进“艺起富”强村公

司，启动“村宝创业季”活动，充分盘活村内
资源，带动村民致富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跃龙街道有 15 个行政村和 19 个社
区，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市，过去街道发
展重点在城市，乡村发展是短板。2003
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为跃龙
街道急需破题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指明了方向。20 年来，一项项乡村振兴
工程在该街道的乡村铺开，从提升“物”的
现代化到推动“人”的现代化，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

跃龙街道还出台《跃龙街道村级工
程奖补暂行办法》和《关于艺术振兴乡村

“村民赋能行动”扶持暂行办法》，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艺起富”的构想
切入，做好产业植入文章，引进新业态新
模式，构建起强村富民产业链，充分激发
乡村活力。

比如，跃龙街道在全域乡村打造了
15 个共富工坊助农增收，其中望府村枫
槎壹号共富工坊获县级示范型共富工坊
称号，它以“线上平台+线下体验”形式为
下枫槎产业振兴注入动力。此外，该街道
积极探索“村企融合”模式，依托望府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成立村级运营公司，对跃龙
街道下枫槎村产业空间进行运营，通过盘

活村内资源，整合闲置地块，同步吸引村
民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与建设运营。同时，
通过打造“花海经济”、枫槎之夜共富集
市、望府茶飨文化节、“枫槎之夜·甬凉创
富集市”等特色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前来。

在下枫槎村，依托望府楼山优美风
景和望府茶主产区等优势，推出望府茶
飨、自在曲水 IP，以茶廊、茶学、茶史、茶
艺、茶宿、茶美为内容，发动村民自己动
手改造村庄，打造茶文化艺术村。前不
久，下枫槎举办了第二届“望府茶飨”文
化节，设置了本地特色望府绿茶、望府白
茶、望府红茶茶席。当天，“田也甜品店”
开业，以望府茶为原料的奶茶吸引了众
多游客。“一天就卖出了 300 多杯。”青年
创业农民陈梦霞欣喜不已，艺术“变
现”让村民更有信心。

如今，下枫槎村已建成“阿拉崖
谷奶茶杯”“巾帼茶席”“生生不息”等
艺术节点 20 余个，培育出青枫蜜茶、

“老十堂”养生姜膏、枫槎手作、枫铃
屋糕饼、奶茶乡村产业项目5个。

“千万工程”的推进，离不开“干事”
队伍。跃龙街道强化村级干部队伍建
设，每季度开展村（社）书记擂台赛，通过
亮晒项目进度、认领责任清单、交流分享

经验，发挥党组织书记头雁作用，锻造一
支专业的村社干部队伍，切实提升基层
战斗力。

比如，为了推进产业振兴的可持续
性，望府村与跃龙南部城郊其他3个行政
村，组成“美丽蝶变”党建联建，推开未来
新乡村的图景：一栋栋农家新居焕然一
新，一个个产业项目蓬勃发展，一张张村
民幸福笑脸灿烂绽放，一条条道路通向
美好生活，奔向共同富裕。

构建富民强村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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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宁海大佳何镇“石门乡村
艺术谷工程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
象，该项目将石门艺术谷内 5 个行政村
12 个自然村串点成线，形成一条闪闪发
光的“石门艺术谷示范带”。从第一个

“艺术村”葛家村，到如今的“艺术谷”，大
佳何镇“艺术”助飞乡村振兴模式全面提
档。

走进艺术谷，有传承 700 年小洪拳
的“功夫村”涨坑村，也有主打“红妆文
化”的毛洋村、“五福”临门的团联村、“一
门两院士”的马家村⋯⋯

“在艺术谷打造上，我们强化规划
先行，专门委托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

究院编制艺术谷发展总体规划，同时充
分挖掘各村文化特色和资源特点，走差
异化发展，形成‘一村一品’，画好各村
的‘形象照’。”大佳何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镇还以“百校联百县兴千村”为
契机，联合高校、县级部门，与周边村
连片打造，提档建设石门乡村艺术谷，
开展“千家美、万户富”立功竞赛暨“净
村、美院、寻宝、富户、安民”五大行动，
打造全面展示深化“千万工程”的重要
窗口。

农村美，中国美。近年来，大佳何

镇以“千万工程”为抓手，大胆突破，与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丛志强教授团
队合作，在葛家村先行先试，探索“艺
术赋能村民、村民振兴乡村”，不仅驱
动乡村从“洁化”“美化”到“艺术化”转
变，还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艺术赋
能、村民参与、合作共赢”的乡村振兴
新路子。该模式已入选“全国携手奔
小康”行动案例，先后写入省市共同富
裕行动方案，成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十

大模式之一，并在东西部协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与以往的艺术家驻村不同，大佳何
镇打破原来的“政府做、群众看”的乡村
建设模式，坚持“花小钱办大事”，盘活资
源、再现价值，由干部带头激发村民主体
意识和内生动力，利用闲置空间、低成本
材料，设计打造微景观、微客厅等多功能
口袋空间，有效实现“微改造、精提升”。
目前，该镇已先后与中国人民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并且成立“艺术
创富学院”，与高校团队联合培育了 300
余名本土“乡建艺术家”，服务村民，将艺
术设计植入乡村建设和村民观念，实现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艺术为支点，真正撬动的是助力乡
村共富之路。

大佳何镇创新推出“1+4+X”陪伴
式创业，聘请创富导师和创富主任，扶
持村民利用庭院和手艺创业，目前全镇
30余名创业“村宝”持证上岗，孵化“庭院
店铺”35 个，形成木花观云等业态品牌
48 个，研发馆长画饼等特色产品 112 种，
切实将村民的内生动力转化为乡村产业
发展的续航动力，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
就业。

围绕艺术共富，大佳何镇积极搭建
平台，强化产业支撑。

在葛家村，村集体与益马当鲜公司
开展“村企合作”，成立新型的发展公司，
村集体以“租金+入股”的方式，打造亲子
赋能基地桂语零号艺术农场，上线“艺起
富”乡村运营平台，引进业态并推出水上
竹筏、音乐喷泉等互动性体验项目和竹
筒饭、烧烤套餐等项目。一年来，小村吸
引游客 20 余万人，运营总流水收入达

300余万元。
而在毛洋和团联 2 个区块的近 500

亩土地上，积极探索“稻花轮作”模式，第
一批杭白菊已经种植完毕，预计9月份形
成花海观光。在打造这一大地景观的基
础上，当地正谋划形成种植、观赏、采摘、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农业产业链，覆盖
周边村庄千亩桂花收购加工和全镇近万
亩竹制品加工制作，全面形成村集体和
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链。

“艺术村”提质扩面变身“艺术谷”

大佳何镇 艺术助飞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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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突突”，出海渔船的马达声在清
晨将你唤醒；站在山顶俯瞰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横山岛，海风吹过
沙滩、帐篷，还有直升机带

你翱翔群岛⋯⋯夏日，位
于宁波市宁海县强蛟

镇的宁海湾景区又
迎来众多游客，今年

1到8月景区客流量超20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达6000万元。

宁海湾景区所属的峡山是一个千年
渔村，曾经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捕鱼、
养殖为主。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近年来，峡山
村依托宁海湾景区全域旅游创建和“千
万工程”的推进，实施了改善村容、发展
产业、完善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一

揽子工程，挖掘海洋自然资源，开发
看海、赏岛、探寻海洋生物等一

批特色体验项目，并加强镇、
村、景区精细化管理，走出

一条文旅融合的新路子，
全村 2000 余户村民吃上
旅游饭，尽享旅游发展带
来的红利，小村也先后
获评省 3A 级景区村庄、
省非遗旅游景区、中国传
统村落，迈入景区时代。

环境美起来，产业跟上来，这是浙江
20 年来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的生动注
脚：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培育美丽产业
的“基底”。

来到宁海湾景区骆家坑村，人人都
会惊叹：“小小村庄，很艺术！”庭院侍弄
得像花圃，把村子打造得像景区，当艺术
设计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展现在游客
面前的是四季美如画的山海风光。艺术
化，这是骆家坑村探索的“美丽蜕变”之
路。

2020 年 10 月，南开大学艺术设计系
副教授吴立行的驻村打造，手把手指导
村民搞设计，在骆家坑本土资源的基础
上进行“微加法”，小村迈出了艺术化、创
意化的第一步。

此后，越来越多的艺术人员被请进
小村，为小村迈向“绿富美”赋能。宁海
本土乡建艺术家潘晓燕将自己的工作室
搬入骆家坑，本着“花海+财富”的概念，

利用差异化花海种植吸引人气，打造网
红活动基地。于是，大面积绣球花、大滨
菊等四季花海、“泡泡屋”星空宿、“骆在
花海”体验馆，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小景
观、小项目融入到这个偏僻的小渔村。
乡土气息叠加艺术氛围，让村庄瞬间美

“出圈”，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在强蛟镇的另一个渔村——下渔
村，全村男女老少都被“美丽事业”激活
了，全村人连起一条心，有力出力、有地
让地、有计献计。

村里已有50多户家庭自发“让地”打
造十余处艺术节点，60 余户沿海家庭让
出自家院子拓宽滨海游步道，也有老人
主动捐出寿礼礼金，乡贤教师整理渔村
历史文化资料，全村老少义务参加劳动，
村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空前高
涨。

很 快 ，下 渔 村 就 清 理 出 公 共 空 间

2000 余平方米，打造串联艺术化景观小
品 20 余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
建起了渔家嫂共富工坊，培育了一批渔
家巧娘与文创带头人，还在滨海游步道
布局旅游业态，培育海鲜餐厅和滨海咖
啡馆，串联海景+美食+咖啡+音乐+饮
品，打造滨海网红乡村客厅，助力村民增
收和文旅融合发展。

短短两年间，下渔村就从一个无人、
无地、无钱的“三无”村转变为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

像这样像这样，，在强蛟镇因在强蛟镇因““美丽经济美丽经济””华华
丽转身的故事还有很多丽转身的故事还有很多，，全镇已形成一全镇已形成一
村一品村一品、、一村一韵的村落特色一村一韵的村落特色，，它们都是它们都是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推进中最生动的实践推进中最生动的实践。。该镇该镇
还专门设立还专门设立 10001000 万元专项扶助资金万元专项扶助资金，，实实
施施““九村百宿全景九村百宿全景””乡村旅游工程乡村旅游工程，，把全把全
域景观美化域景观美化、、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渔民增收农渔民增收
与旅游业发展有机融合与旅游业发展有机融合，，打响打响““美丽振美丽振
兴兴””攻坚战攻坚战。。

强蛟镇 全域旅游盛开“美丽经济”
陈 醉 吴 帅 吴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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