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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江南最美时节。走

进龙游，诗画风光美如画，诗意田园

活力足，诗境生活幸福长，一幅具有

“共富味”“龙游味”“未来味”的新时

代《富春山居图》铺展眼前。

20 年来，龙游以“千万工程”为

龙头，加快城乡融合，以变革之力激

发乡村活力，以风貌之变催生发展

蝶变，跻身全省新一轮新时代美丽

乡村示范县，连续两年荣获浙江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综合考核优

秀单位，捧回全省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综合性最高荣誉——“神农

鼎·铜鼎”，逐步走上了一条具有龙

游特色的山区共同富裕之路。

守好“根”与“魂”
让美丽乡村看得见

“没想到龙游的乡村这么好看，这么
好玩！”在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期，龙
游的乡村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吸引
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他们脸上的笑容
汇成了金秋最美的色彩。

作为山区26县，龙游在资金投入上
不具备优势，但却有生态这一靓丽的底
色。在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龙游
注重山区原生肌理，坚持“小投入、微改
造、精提升”，从“零围墙、零违建、零危
房”“补风景、补环境、补功能”着手，推行

“花园+菜园+游园”的乡村花园模式，建
成 42.8 公里的“ 两江走廊”诗画风光
带。沿线布局未来乡村18个，深挖历史
人文资源，抓住各村主题特色，植入现代
设计语言，拓展未来乡村 IP 文化内涵，
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古风新韵，复活记忆乡愁。龙游第
一个未来乡村——溪口未来乡村，仿佛
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当初在开

发过程中，龙游没有选择将这片区域推
倒重来，而是始终秉持尊重历史背景和
文化脉络的设计原则，通过“微改造、精
提升”让原本闲置的老旧建筑焕发新
生。旧广场经过改造，成为充满现代气
息的社区休憩点和议事中心；原职工招
待所搭起了玻璃房，改造成为创业公社；
原黄铁矿单身宿舍在设计团队包装后，
变成时代特色鲜明的圃舍民宿⋯⋯

在小南海镇团石村，龙游先后启动
驿站、露营营地、夜游精品线等项目的改

造提升，成为远近有名的“网红村”。村
旁沿线的 95 联盟大道通过一期 24 个项
目建设，成为“处处是景区、步步有景点、
路路见风景”的“慢游”旅游交通网络，并
入围浙江省山区26县十佳自驾线路。

龙游守好“根”与“魂”，通过微改精
提，引领乡村风景全域蝶变。目前，当地
已创成省级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10 个、特色精品村 27 个、新时代美丽乡
村 261 个、特色风景线 6 条，荣获全省新
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

造好“产”与“业”
让美丽经济有活力

优质项目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和支
撑。立足每个乡村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特
色优势，近年来，龙游通过迭代升级“两
江走廊”诗画风光带主平台，招引了“六
春湖·龙之梦”乐园、湖镇两山新能源综

合体、龙游国际花菇产业园等优质项目
入驻，让美丽乡村转向美丽经济，焕发出
新活力。

走进龙游国际花菇产业园“智慧花
菇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地躺在架子
上，鲜嫩的花菇从菌棒上冒出。摘菇工
人挨个打量，并将成熟的花菇摘下。这
些小花菇在高科技的“加持”之下，成了
促进村民增收的大产业。“大棚内的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等都通过智慧农业系
统控制，改变了过去农业种植靠天、靠季
节吃饭。”龙游国际花菇产业园工作人员
介绍，通过“平台+基地+农户”模式，花菇
产业园正带领周边村民奔向共富。2022
年以来，该园带动周边就业350多人，促
进就业收入750多万元，并为5个试点村
集体经济增加经营性收入174万元。

引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
姓。近年来，龙游县立足“畜禽、渔业、笋
竹+黄茶、中草药”的“3+X”特色农业产
业，构建完善“村播”体系，探索社区支持

农业 CSA“同心共富·八个一”产业联
盟，形成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
的良好局面。

做好“运”与“管”
让美丽生活可持续

随着乡村美丽经济的发展，千村一
面、缺乏专业化管理和运营等问题，成为
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激
活市场力量为美丽乡村“造血”，从而助
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龙游因地制
宜，创新政村企合作、景区化运营、数字
化营销等经营模式，实现美丽生活持久
美。

在詹家镇浦山村,一抹抹跳跃的彩
色在绿荫中分外显眼，一栋栋平凡无奇
的民房因为“穿”上了七彩衣装而变得活
力亮眼。该村创新“政府+村集体+社会
资本”模式，以“亲子研学”为卖点，引进
浙江联众集团，集体流转12幢闲置农房
打造亲子研学游乐村，同时联动姑蔑城、

龙游花海，连片推进村庄景区化运营，每
年为村集体带来保底分红 20 万元和净
利润 20％的合作收益分红，村民户均收
入达3万元。

通过多年建设，龙游打造了如溪口、
泽随、团石、星火、浦山等一批美丽乡村
样板村，复活了溪口老街、志棠老街、灵
山老街、通济老街等一批古镇古村古街，
吸引了联众、乡伴、一盒故乡、瓷米等一
批乡村运营主体和青年创客入驻龙游，
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了“多
类型共存、多条腿走路”的乡村经营发展
模式。

得益于美丽乡村市场化运营，2022
年龙游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3.52 亿元，其
中 经 营 性 收 入 1.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15%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倍 差 缩 小 至
1.87，全县农民收入与全省农民收入倍
差缩小至 1.17，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创
建行政村覆盖率增加至 99.2%，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近三年分别实现 10 万元、
20 万元、30 万元以上全覆盖的“三级
跳”。

“林虑双童长不食，江郎三子梦

还家。安得此身生羽翼，与君来往

共烟霞。”唐朝诗人白居易来到江山

江郎山时，被这里的美景所陶醉，写

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何留住“诗与远方”、让江山

更多娇？20 年来，江山紧扣“千村

向未来、万村奔共富”主题主线，不

断丰富其内涵、拓宽其外延，聚力推

进乡村振兴提质升级，实现乡村美

丽度和群众幸福感双提升。

数据显示，20 年来，江山不仅

农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连续20年优于国家、浙江

省、衢州市平均水平。

以点带面
打造全域共美

青山含黛，须水潺潺。金秋时节，漫
步在清湖未来乡村，一股厚重、沉稳、简
约的气息扑面而来，复古重塑的上、中、
下 3 条街和几十条巷弄、复兴清湖繁盛
的“三缸六场八坊九行十匠百店”文旅风
貌，处处散发着古韵、古味、古风，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

伴随着“千万工程”全面铺开，江山
开启了清湖未来乡村连片发展。目前，
清湖未来乡村以清湖三村为核心，联动
清湖一村、清湖二村和清泉村，4 个村紧
密相连，融为一体，通过实施“连片规划
一蓝图、连片建设一标准、连片发展一链
条、连片治理一网络、连片共富一办法”，
强化一体推进。

而在离它不远处的石门镇清漾村，
通过深入挖掘清漾传统文化，把村中闲
置空房子打造为毛氏主题的清漾书院、
清漾酒肆、毛氏家宴等 8 个相关的产业
体验空间，不断拉伸产业链，让毛氏传统
文化“活”了起来。如今，清漾村实现从

普通乡村到 5A 景区村到美丽乡村，景
区核心区块从无到有、由乱到治的完美
蝶变。

清湖未来乡村连片发展、清漾古
村的美丽嬗变，是江山迭代乡村建设，
打造全域共美的一个缩影。按照“串
点成线、连线成片、全域覆盖”的思路，
近年来，江山以“衢州有礼”诗画风光
带为主轴，以城乡风貌样板区和未来
乡村为“主战场”，明确精品线、全镇域

和示范村的规划布局。同时，深入挖
掘村庄特色，因村制宜开展村庄建设
规划编制，有序推进农房集聚，优化乡
村发展空间布局，实现新时代美丽乡
村全覆盖。

据统计，截至目前，江山累计创建
新时代中国幸福乡村 108 个、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乡镇 10 个、省级美丽乡村特
色精品村 30 个，启动 65 个和美乡村达
标村。

提档升级
致力产业壮美

环境美起来，产业跟上来。
20 年来，江山大力推动社会资本、

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进乡村，激活乡村
资源，撬动农业产业升级，致力产业壮
美。为把美丽乡村产业张力做大，江山
通过大项目招引、大龙头带动、大联盟共
富，引进华欣湖羊、汇农蛋鸡、君缘食用
菌等一批产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
的“链主型”企业落地，先后培育农业龙
头企业75家，基本形成国家、省、市梯度
发展的龙头企业集群。

产业引进来，农户富起来。位于峡
口镇三卿口村的浙江华欣湖羊生态示范
园，集原种繁育、肉羊养殖、牧草种植、旅
游观光于一体，达产后，年存栏湖羊达
24 万只，年产值达 5 亿元，成为全国单
体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通过“羊
来羊回”“种来种去”等奔富实践场景，带
动 100 多名村民就业，让三卿口等 9 个
村集体每年共增收550万元。浙江汇农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20万羽蛋鸡养殖生
态示范园项目，以“企业＋村集体＋农
户”结对抱团模式，在江山市 39 个行政
村建设基地，吸纳百余户农户就业，每人

每年可获得 4 万元至 6 万元工资性收
入。建成恒亮、福赐德、健康等全国典型
的蜂产业联合体，形成“市场带加工、加
工带基地、基地带蜂农”的高效产业链，
有 10 家合作社加入，参与蜂农 1700 多
人，带动5000多户农户增收。

同时，江山市积极探索山区县强村
富民乡村集成改革之路，推广抱团项目、
飞地物业等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
民致富双赢。“多亏了强村公司提供这份
工作，我每月多了 2000 多元的收入，家
里也顾得上。”在大陈乡早田坂村，正忙
着清扫村庄道路路面的村民汪爱丫说，
今年早田坂村与大陈乡其他 5 个行政
村抱团组建浙江成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开展绿化养护、河道保洁、物业管
理等业务，目前已带动50余名村民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每年可为每个村集体带
来30万元收入。

以文化人
共享生活淳美

有了“面子”，也要重“里子”。“千万
工程”20 年，不仅造就江山美丽乡村，也
为传承乡村文化、培育乡村风尚夯基垒
土、搭建舞台。

村村有村歌，人人唱村歌。在江山，
聚会迟到，罚一曲；家有喜事，歌祝福。
诞生浙江第一首村歌的江山市大陈乡大
陈村，再不闻吵架声，江山也将村歌文化
作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风
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
载体。村歌已成为江山的一张文化“金
名片”，不仅唱进了全国人民大会堂，更
是“唱活”了一座城市，以润物细无声的
文化精神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村歌，只是江山以文铸魂、以文化人
的一个载体。为厚植文化沃土，江山深
入开展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创新乡土文化活动载体，充分挖掘乡村
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同时以农村文化
礼堂为基层文化主阵地，广泛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如凤林镇南坞村融合“非遗
文化展示”“民俗文化表演”“农特产品展
销”等元素，将民俗节日“三月三”打造成
了区域合作、文艺走亲的大平台。保安
乡推出“红红火火过大年”活动，全乡人
民齐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会、歌舞表演
等娱乐活动，举办“千叟宴”，持续造浓春
节气息。

“千万工程”的走深走实，不仅育出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也让群
众共享美好生活。共享食堂、“乡村大
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
快递驿站、儿童之家、健康小屋等便民
互助设施，在江山众多乡村落地，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丰富便利的生
活。

如今的江山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生活富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正变为现实。

（图片由江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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