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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 人和 业兴 民富
浙江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典型案例（二）

日前，记者来到绍兴诸暨枫桥镇枫源村党群服务
中心二楼的综治中心，正好遇到有村民反映村道路灯
破损问题，接待他的村干部宣建国正在耐心记录具体
事项。

近年来，枫源村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深
化实施“千万工程”相促相融，充分发挥善治优势，创新探索
重大事务“三上三下三公开”、日常事务“问议办评”、应急事
项“即事即议”的“三事分议”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

“像刚才村民反映的路灯破损问题就属于应急事项范
畴，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电工检查维修，这就是应急事项

‘即事即议’。”枫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介绍，稍
微复杂些的日常事务通过“四事”监事会进行“问议办评”，
同时，公开方案、规范拨款办事等。

而“三上三下三公开”作为“三事分议”法中重要的一部
分，就是在村级重大事项收集议题环节，群众意见上，干部
征求下；酝酿方案环节，初步方案上，民主恳谈下；审议决策
环节，党员审议上，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下。最后实现
表决结果公开、实施方案公开、测评情况公开。

“全票同意改造！”这是前段时间一次全体村民代表会
议上，关于村里大竺—叠山公路改建方案“议”出的最终结
果。目前，该路段已在加紧施工，将在年底通车。

“三事分议”法让村里的大事决议、日常小事，每一个
环节都由群众一起来参与决定，矛盾自然就能够在源头得
到化解，大大提高了乡村综合治理水平。由治及兴、由兴
而富。近年来，枫源村积极探索实施“红色+文化+旅游”
发展模式，引进旅游公司等合作伙伴，培育乡村讲师，开办
农家乐、精品民宿，红色研学旅游已成为重要增收途径。
2022 年，枫源村的村级经营性收入超过 120 万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近300万元。

诸暨枫源村
“三事分议”民主治村

本报记者 干 婧 共享联盟·诸暨 李伯俭

走进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
村，鸟声啾啾、水声潺潺，迎面而来的是一
派自然与人文、古韵与现代交织的和美乡
村新风貌，吸引三五成群游客举起手机拍
个不停。然而在过去，资金投入短缺、土地
资源荒废、产业发展受限等乡村发展的共
性难题，一度让这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古村
面临重重困难，其中资金成为当时最迫切
的需求。

金钥匙，何处寻？山福镇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随着“千万工程”实施，驿头驿阳村
开启蝶变之路。政府投入打基础成为关键
一步，他们整合程朱理学中的“二程文化”，
以及“古驿文化”“侨文化”等特色文旅资源，
梳理打包专项债项目、整体发行融资，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村里还
修缮提升了辛亥革命先辈程登云故居、程氏
古民居等文化地标，建成了村游客中心、生
态停车场等配套项目，年接待游客超 15 万
人次。

发展驱动力不断增强后，鹿城农商行实
行“整村授信”，解决了农户无抵押融资难问

题。看着发展势头向好，村集体也带头成立
“招商攻坚队”，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种植、
直产直销”的全链条模式，搭建稳固的农产
品销售渠道；眼见村庄客盈满，土耳其温州
商会会长程建兵投资 6000 万元成立驿头驿
阳文旅公司，专业化规模化打造中土融合特
色“侨家乐”，带动村民开设的民宿、餐饮店
数量翻番⋯⋯

随着政府、村集体、金融机构、社会资
本、侨商等力量的纷纷加入，驿头驿阳村渐
渐形成“五资”多元投入的发展格局。乡村
发展更富活力的同时，村集体也从过去的零
收入，到如今年收入达200万元以上。

作为我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村，驿头驿
阳村进行全方位“数字升级”，以“乡村一张
图”实现灾害预警、智慧安防、应急防控、智
慧医疗等功能，让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
有了质的飞跃。

有着国家级侨文化交流基地头衔的驿
头驿阳村，利用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人文底
蕴，吸引了大量学生前来研学，在行走中增
长学识、拓展视野。

鹿城驿头驿阳村 多元投资激发活力
本报记者 戚祥浩

“没来得及进驻旅游客户端、开通网上
预定，但已有了客源。多亏村里的‘智慧’
调配。”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自家的
民宿刚开门迎客，台州仙居白塔镇上叶村
村民吴建民就亲身体验了一把未来乡村的

“时髦”。
走进上叶村办公楼，就能看到乡村大脑

不仅能 720 度全方位展示全村 60 家民宿情
况，还能制定线路、引导游客入住。吴建民家
的民宿虽刚开业，缺少知名度，但因乡村大脑
引流，中秋、国庆假期基本处于满房状态，营
收近两万元。吴建民深感，返乡创业的决定，
没错。

20年来，上叶村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推
进“景村一体、产业发展、数字赋能”，实现了从
破旧村向新农村、向美丽乡村、向未来乡村的
三次蝶变。2021年，上叶村成为浙江省第一
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时，村民并不知道“未
来乡村”要做什么，又能为上叶带来什么？上
叶村两委班子循着《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指

导意见》等文件内容，结合上叶村实际，推进
“景村一体、产业发展、数字赋能”，逐步打造产
业、康养、治理、智慧等九大场景。

渐渐地，上叶村的产业有了未来农场
等新业态，基层管理有了人工智能全域感
知新技术⋯⋯此时，村民已然感受到“未
来已来”。但对于村子发展来说，未来不
止于此。

2022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160 万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 万元。上叶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叶芳军说：“接下
来，上叶村将借力优质企业的力量，提升村
庄产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居民增收。”

为此，上叶打造乡创空间“未来盒子”，和
多家头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专业机构等
开展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强村公司”运营作
用，与周边村庄互动，彰显优势实现错位发
展⋯⋯瞄准目标，上叶村让创新点子落地，
让项目、产业、人才等优势资源来到上叶、常
驻上叶。

仙居上叶村 聪明乡村未来已来
本报记者 徐子渊 共享联盟·仙居站 应芳露

“从零开始学直播，塔后村提供场地、设备，还有专业指
导，挺省心的。”最近，台州天台“塔后片区”成员三新村，一
片片金黄色的水稻迎风摇曳，党总支书记齐菊女说，水稻收
割后，村民拿到塔后村的共享直播间销售，春节前再赶一波
囤年货热潮，直播卖村里的葵花籽油。

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塔后村从一穷二白，蜕变为美
丽乡村。“颜值”带来产值，该村发展民宿集聚、康养产业
和时尚活动三大产业，2022 年全村接待游客 37.5 万人次，
经营性收入 2367 万元，村集体净收入 172 万元。2019
年，天台县以“片区带全域、组团促互补”思路，以塔后村
为龙头，带动周边 7 个行政村成立“塔后片区”党建联建，
从环境整治、风貌提升到业态经营等多个领域，实现抱团
发展。

从“塔后片区”的旅游指南中，看到坐落在道教南宗圣
地桐柏山的桐柏村，毗邻天台山大瀑布的仙都村⋯⋯“我们
片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底子好，不能‘抱着金饭
碗却没饭吃’。”塔后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形表示，在“塔后片
区”党建联建议事厅里，通过每月组织一次乡村发展情况调
度会、每半年一次基层党建协调会，各村共建共享发展红
利，推动片区全域景区化。

如今走在片区各个村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早起
习练天台山易筋经，晚间乡村徒步说走就走，真是个宝藏
康养圣地。塔后村的中医馆、艾草体验中心等带动片区
800 多名村民种植、加工中草药，人均年收入增长 8000
元。该村还邀请周边村发展民宿产业集群，片区现有精
品民宿 102 家，实行统一管理、搭建网上共享平台。另
外，田地广袤的九峰村、三新村，建起七彩花田、水果采摘
基地。

乡村发展了，青年有了用武之地。返乡创业青年许
林芝的民宿时常爆满，艾草体验中心的 00 后负责人郑含
章一年要接待五六千名游客⋯⋯近几年，已有 100 多名返
乡青年和农创客来到“塔后片区”，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逐梦。

天台塔后村
组团共建“希望田野”

本报记者 杨 群 共享联盟·天台 陈薇薇 奚荣圻秋日，漫步于温州永嘉岩头镇丽水街古
村，宛如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古建筑博物
馆”。水亭祠、仁道门、古戏台、长廊⋯⋯积淀
着光阴故事，吸引着八方来客。

丽水街古村因水而名、因水而兴，是依托
水利设施规划建设的村落。从元朝开始，当
地百姓通过水渠把山溪引入村庄，作为生产
生活的水源，古村的一步一景皆体现了古人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智慧。

然而，在岁月的冲刷与洗礼下，一度古村
内不少老房子年久失修，濒临损毁。乘着“千
万工程”的东风，当地编制了丽水街保护利用
规划，将古村的修缮提升与改善村民生活需
求相结合，分类管控古村风貌，守住文化之
根，保持古韵、留住乡愁。当地还广泛发动永
商、侨胞等力量参与“百家修百屋”文物保护
修缮行动。如今，村内拥有国保、省保等 38
处文保单位，古村也逐步恢复“水如棋局分街
陌，山似屏帏绕画楼”的风貌，入选“美丽中国

首选旅游目的地”。
古村环境变好了，村民的腰包也跟着鼓

了。当地引入县旅投集团与古村成立强村
公司，实行统一运营管理，去年村里仅分红
收入就有 140 多万元。同时，为保留烟火
气，当地引导村民开办农家乐、民宿、商铺，
孵化“麦饼西施”“楠溪蛟哥”等网红品牌，
带动近 2000 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古村
也成为永嘉麦饼、沙岗粉干、老酒汗、姜粉
等永嘉农特产品的集中展销平台，仅“麦饼
西施”一家，年销售量就达 50 多万元，开在
古村的丽水街水车之恋等特色民宿，每到节
假日更是一房难求。

古今相融，更显韵味。借助楠溪江音乐
节的高人气，丽水街古村还以音乐为链，引
入留声物语咖啡馆、黑胶唱片店等音乐主题
店铺，乘势打造文旅、音旅、农旅融合发展新
模式，以“音乐漫都”掀起年轻群体的消费新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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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上叶村研学旅行。 受访者供图

游客在驿头驿阳村参观。 受访者供图游客在驿头驿阳村参观。 受访者供图

丽水街古村风貌。 拍友 徐永义 摄

俯瞰塔后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