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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人居环境
力促乡村蝶变

今年 3 月，位于芳村未来乡村的民
宿“乡栖1967”正式营业，进一步拓展了
芳村镇的文旅承载力。2021年，芳村镇
收储常山县轴承厂旧厂房，让厂区变景
区，打造未来乡村的“会客厅”。通过全
域谋划，芳创、芳油、芳展、芳邻、芳馨、芳
墅、芳厨、芳华初心馆等一批项目先后落
地，形成芳村未来乡村的“芳”系品牌，体
现文旅融合的“宋韵芳村、油茶原乡”品
牌得以确立。

由“厂区”变“景区”，芳村镇成了
浙 江 省 环 保 督 察 问 题 整 改 正 面 典
型。“芳村样板”是常山县推进乡村蝶
变的缩影，近年来常山县已成功创建
省级未来乡村 4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乡镇 9 个、特色精品村 26 个，达标
村 168 个 ；“ 柚 都 石 镇·共 富 先 行 ”入
选 省 级 新 时 代 美 丽 乡 村 共 同 富 裕 示
范带；青石镇、东案乡、天马街道获评
美丽城镇省级样板；浙西门户、文昌
阁风貌区获评省级样板；何家乡樊家

村 列 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 累 累 硕 果
是 常 山 县 乡 村 建 设 纵 深 推 进 的 生 动
体现。

20 年来，在坚持县域规划建设“一
盘棋”中，常山县编制村庄规划，不断
优化村庄布局，完成村道硬化 2306 公
里，美化庭院 2 万余个，集中整治“赤膊
墙 ”320 万 平 方 米 ，共 拆 除 拉 搭 乱 建
20845 宗，改造危旧房 1196 幢，同时，
在优化工作上，常山县创建 3A 景区村
42 个、一村万树示范村 33 个，环境空
气 优 良 率 从 2013 年 的 87.6% 上 升 到
100%，森林覆盖率超 72%，常山港地
表水、饮用水源地和出境水断面水质
百分百达标。

驱动乡村振兴
打通良性循环

走在常山县新昌乡，1000余亩的丝
瓜大棚挂满了半人多长的丝瓜，“今年我
们基地还推出了丝瓜水系列的护肤
品，这是产业延伸的一次
突破。”种植基地工作
人员相告，今年8月
种植基地还与浙
江中医药大学
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 奔 富 果 园 ”
的 发 展 定 会
越来越好。

“ 强 村 富
民”一直是常山
县在“扩中提低”集
成改革工作中关注的
焦点，通过在全县推广“奔
富果园”模式，常山县打造了白石

“小辣椒”、何家“四片绿叶”等精品果园
30 个。“两山合作社”改革入选全省乡村
振兴十佳创新实践、首批共富最佳实践
名单，获省改革突破奖。近年来，常山

县 试 点 荣 誉 收 获
颇丰：入选中国健
康 旅 游 名 县 、国
家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创建

县，获评了 26 县结
对 帮 扶 考 评 优 秀 单

位、省乡村振兴考核优
秀县，并创成省级未成年

人保护示范县、食品安全示范
县。

激发乡村造血功能的同时，县委
县政府也在不断创新发展模式。锚定

“双碳”目标，2021 年，常山县为规模胡
柚生产主体建立了碳账户，创新搭建

“低碳果园”系统，建立果园碳账户，助
力绿色农业发展。此外，同年开展的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中，常
山县坚持以“整体政府”的理念，突出
县乡协同联动、条块高效融合，构建了
职责清晰、队伍精简、高效协同、机制
健全、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行政执法
体制机制。通过重构执法队伍，形成

“1+5”执法格局，实现机构精简 57%；
重塑执法机制之下，实现 6 支队伍一体
联动，效率提升 76.8%。

“千万工程”勾画出了常山乡村恢复
生机、振兴发展的脉络，2022年，全县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达 9.68 亿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28999 元，村集体总收入
2.21亿元，增幅35.64%。

机制引领发展
产业加强转型

今年 6 月 25 日，常山县成立了“早
上好”兴村治社讲师团，6 月 28 日，新昌
乡达塘村党支部书记陈重良作为代表，
在北京开启“首讲”。“用‘土教材’讲活

‘新蝶变’，用‘亲身事’讲实‘硬道理’是
乡村治理机制逐步健全的精神内核。”
陈重良说，近年来见证了“桥头堡”“金
色同弓”等党建联建品牌的诞生，切实
感受到了党建联建机制对乡村发展的
助力。

聚思想，谋发展。近年来围绕“两柚
一茶”产业的发展，常山县制定《“一只

果”“一滴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协
同打造服务、价值、创新三大链条，推动
了标准化种植、高端化加工、品牌化经
营，有效实现资源盘活、产业振兴、农民
增收。2022年，“两柚一茶”产业总产值
已突破45亿元，带动农民增收13亿元。

稳产业，促民生。2022 年，常山县
领跑全省率先建立“1411”社会救助体
系，实现县、乡、村三级助联体全覆盖,全
年发放社会救助金 1.5 亿元,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提高至每年 12240 元。坚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常山阿姨”
职业培训走出了一条由“特色”到“品牌”
再到“产业”的发展之路。去年 9 月以
来，常山县妇联与常山县城投集团下设
的人才集团安欣职教展开合作，在“常山
阿姨”学院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打造起
新都里“常山阿姨”高端实训基地，围绕

“做强培训端、做大需求端、做优服务端”
目标，常山县正努力向夯实四省边际人
才职业教育高地迈进。

常山：从“千村一面”到各美其美
赵璐洁 葛锦熙

月亮湾夜景

两山合作社

胡柚鲜果胡柚鲜果

芳村未来社区油坊

（图片由常山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节假日，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

路里坑村游人如织。通过矿山整

治，盘活闲置农房、废旧养猪场等要

素资源，名不见经传的浙西小村成

了人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村”。

运笔“千万工程”，二十载接续

描绘。

从“千村一面”到“各美其美”，

从重塑农村环境到更新干群观念，

从建设内容迭代到引领重大战略，

常山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推动乡村

系统变革。如今，一大批生态美、产

业旺、百姓富的美丽乡村在常山遍

地开花、充满生机。

始于颜值
美丽生态应运而生

秀水映山城，一江清水过。坐落在
马金溪畔的下淤未来乡村，俨然一派诗
画江南的秀丽风光。但在20多年前，这
里曾经是脏乱差的落后村。

2003 年，开化围绕“千万工程”要
求，通过实施精品村、重点整治村、一般
整治村等新农村建设项目，以环境整治
为“先手棋”，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解决农村污水
处理、粪便处置等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

借此契机，下淤开始对村庄环境进
行彻底整治，全面开展了污水、垃圾、厕
所、庭院“四大革命”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从“打工村”化身远近闻名
的 3A 级景区村，原先的“脏”河滩也变
成了年经营收入突破 35 万元的水上乐

园，整个乡村发展活力无限。
“在家门口就能年入百万！”村民叶

小平搭上了绿色发展快车道，自从村里
开始“治水造景”、发展乡村旅游后，在外
打工的他回到家乡，开起了民宿、农家
乐。

依托“千万工程”，一个个像下淤这
样的和美乡村在开化大地竞相绽放。
2017年，开化以全省第一的成绩成功创
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并先后创成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10个、特色精品村
28 个，实现景区城、景区镇、景区村基本
全覆盖，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走在全省前
列。

兴于产业
美丽经济有声有色

一子落，满盘活。“千万工程”在开化
的落地，不仅是一首生态治理进行曲，更

是一张绿色发展路线图。近年来，开化打
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因
地制宜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做深做实
产业兴旺大文章，乡村发展焕然一新。

漫步在华埠镇金星村的乡间小路
上，各式各样的盆栽格外惹人注目，葱茏
绿意为家家户户的庭院平添了几分生
机。“在庭院种些盆栽不仅赏心悦目，还
能有点额外收入，真的不错。”村民吴志
良说。

去年以来，开化着眼农村庭院空间
的重构利用，构建起“特色水果+花草植
物群落”进乡村庭院的经济发展模式，不
仅帮助农民实现增收，还让原本脏乱的
农村庭院蜕变为美丽乡村中亮眼的景观
小品。目前，全县 168 户农户庭院摆放
花草植物群落盆栽，带动每户每年增收
1000 元以上；种植钱江源特色水果 2.4
万余株，在特色水果盛产期可助力村集
体增收10万元以上。

在开化，像这样产业发展的故事正

在各乡镇、村社接连上演。林山乡发展
山药种植、中草药种植、多肉庄园等多
元产业，将村里的“边边角角”变为“金
角银角”，让村民的生活既有甜头，又有
奔头；桐村镇以密胺产业园为核心，引
进万臣、正鹏等密胺、化妆品包装业企
业入园，带动 1600 余名本地人实现家
门口就业；何田乡立足清水鱼养殖优
势，融合发展民宿旅游、茶叶等产业，持
续擦亮“清水鱼小镇”品牌，村民生活有
滋有味。

美丽乡村孕育美丽经济。近三年，
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0.187%，开化正在“人人有事做，家家
有收入”的奔富大道上阔步前行。

深耕未来
美好生活丰富多彩

什么是和美乡村？在开化的255个

行 政 村 就 能
找 到 答 案 。
近年来，开
化 大 力 推
进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现
代化建设，
实现乡村由
表及里的全
面 提 升 ，不 断
丰富和美乡村内
涵。

“饭菜新鲜又好吃，
还送到家门口，真是太感谢
了。”在大溪边乡阳坑村，92 岁的独居
老人汪古妹在家里吃着村干部刚送来
的饭菜，心里暖洋洋的。

眼下，大溪边乡正在打造“老年食
堂+助餐点+送餐上门”老年助餐服务
模式，将以阳坑、上安、大溪边等三个村
老年幸福食堂为中心，在公淤、下湾两

个村配置助餐点，为全乡 12 个村提供
送餐服务，畅通助餐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老年人不仅能体验到“舌尖上”
的服务，更能感受到“心尖上”的温度。

“老年幸福食堂要确保每一位老人都能
吃出幸福的味道。”阳坑村妇联副主席
余华英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开化乡村更具共
富味、未来味，让更多村民美在其中、乐
在其中。在马金镇高合村新修建的未来
康养馆内，村民可以自行使用设备测量
血压，实现视频就医；在华埠镇金星村，
乡村数智生活馆嵌入了政务服务、金融
服务、便民生活等功能，数字乡村建设发
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体；在长虹乡高田
坑自然村，重点改造了 44 幢农房，打造

以“星宿”为主题的高端民宿品
牌集群，“抬头看星星，低头

追萤火”的梦幻场景逐
步成为现实。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 千 万 工 程 ”实

施 20 年 ，开 化
始终把人民放
在 最 高 位 置 ，
顺应人民对优
美 生 态 环 境 需
要，让百姓在共

享 蓝 天 白 云 、清
水绿岸、田园风光

的同时，点绿成金，实
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和“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
入”互促共赢，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

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未来，开化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不断推动新时代“千万工程”再深化、再
提升，持续浓厚乡村振兴最美底色和成
色，更高水平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山区县
样板。

（图片由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开化：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片繁荣见真意
吴雅璐 姚 雪

金秋十月，行走在开化大地

上，入目皆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这

里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蜿

蜒的马金溪从苍翠青山中奔腾而

出，贯穿全城，串起了美丽乡村的

精彩蝶变。

20 年来，开化坚持“生态立县、

创新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千万工程”，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坚守

中砥砺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和产业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农村面貌实现跨越式蝶变，业

兴民富、政通人和的乡村模样成为

现实。

县城全景

齐溪镇龙门村举办齐溪镇龙门村举办
““亲水节亲水节””活动活动

金星村

开化清水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