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之变，在 20 年间悄

然进行。

2003 年，浙江启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各

地农村迎来从“脏、乱、差”到

“强、富、美”的蜕变。绍兴市

柯桥区，这个着眼于高质量

发展的经贸城市，也将农业

农 村 发 展 工 作 置 于 重 要 地

位，高站位、多举措推动乡村

“十八变”。

20 年 来 ，成 绩 斐 然 ：

2022 年，柯桥区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居浙江

省第一，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成绩位列绍兴市第一，获得

浙江全省首批神农鼎·铜鼎。

柯桥成功入选首批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荣获浙

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

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

时代美丽乡村工作优胜县、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优

胜县、清廉村居建设示范县，

获省农业“双强”行动“赛马”

激励，列入省级强村富民乡村

集成改革实践试点地区⋯⋯

立足过往，着眼未来。站

在“八八战略”“千万工程”实

施 20 周年的关键节点，柯桥

的乡村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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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一张张“金名片”被不断擦亮

近日，位于漓渚镇棠棣村的兰花研
学基地里，成群的学生聚在一起，探讨兰
花文化和种植要点。这个取名为“花满
棠”的基地，早已成为柯桥有名的研学打
卡点。据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建明介绍，目前，棠棣村的研学基地已
接待 10 万名以上的中小学生前来学习
交流。

以兰闻名的棠棣村是“千万工程”实
施过程中柯桥区乡村产业赋能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典型村。20 年前，这个贫穷偏
僻的小山村还“名不见经传”，村民从没
想过能靠着几亩地翻身。20 年间，在村
干部的带动下，他们找到了兰花和苗木
发展的新打法，探索出一套“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花木专业村发展模
式，使得产业发展更成体系。

如今的棠棣村，95%以上非粮食功
能区的土地都种植着花卉苗木，95%以
上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着花木生产与
经营工作，人均年收入超 12 万元。老百
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柯桥农村走出的本土特色品牌，
不只是“兰”。今年年初，一款产自稽东
镇强村公司的“宋榧巧克力”亮相市场，
成为新焦点。传统香榧裹上可可粉，属
实圈了一波粉。经过这么一加工，香榧
仁的卖价从0.3元一粒增长到3元一粒。

作为全国香榧原产地和主产区，稽
东镇有香榧近 5 万亩、榧农 3400 余户。
为香榧产业注入新活力，增加榧农收入，
一直以来是稽东各村的发展着力点。这
几年，稽东镇依托各村实际，搭建起强村
公司平台，不断延伸香榧产业链，成功开
发出香榧月饼、香榧汁等衍生品，大桥村
等村集体经济也因此增收30万元。

“柯桥区充分挖掘梅、兰、竹、菊、茶、
榧等六大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价值，加
快香榧等特色产业提升项目建设，已取
得一定成效。今年以来，已完成农业重
大项目年度投资20625万元。”柯桥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前，柯桥正
全力提升“平水日铸”“稽东香榧”等农业
区域公共品牌，“绍兴兰花（柯桥）”被列
入浙江省首批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名
单，“绍兴市柯桥区茶叶加工园区”被认
定为首批省级农产品加工基地（园区）。
一张张属于柯桥农村的“金名片”被不断
擦亮。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推动乡村
产业提质增效，柯桥区正深入实施农业

“双强”行动。当前已谋划启动“一中心
四站点”的滨海省级农事服务中心，推进
农机“一县三基地”项目建设，培育建设
省级未来农场1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3
家，新增全程机械化应用基地 2 个。柯
桥农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更值得期待。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一个个新农村被不断发掘

6月，2022年度全国“十大最美农村
路”名单公布，柯桥区平王线成为浙江省
唯一一条独立获奖的农村公路。从全国
近 400 条参评的美丽农村路中脱颖而
出，平王线的魅力可见一斑。

位于会稽山腹地的平王线，历史底
蕴深厚。沿线 23 公里多的山路上，盘踞
着若耶溪、日铸岭古道、宋家店非遗馆、
舜驾寺、王化古村等几十个自然人文景
点。但由于山路陡峭崎岖，过去每逢节
假日，平王线上经常堵车，交通不便一度
成为乡村振兴的掣肘。2016 年起，柯桥
区开始对平王线进行全方位改造。目
前，平王线不仅拥有 6 座公路服务站、16
处景观节点、40 余处景观小品，还实现
了动态可视化监管。在平王线的带动
下，当地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美丽公
路+”的效应明显。2022年，平王线沿线
5 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都超过 200
万元。

这条美丽公路是柯桥区美丽乡村建
设成效的一个典型。为带动乡村发展，
近年来柯桥区以“路”为重要载体，积极
推动乡村融合，统筹城乡资源，加快推进
城乡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品质乡
村。今年，柯桥区积极投身“百亿交通大

会战”，截至目前已投入4.8亿元，新（改）
建农村公路 20 公里、养护工程 80 公里，
全区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100%。

事实上，在“千万工程”推动下，柯桥
区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成果
远不止于此。该区坚定“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内
涵，除了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之外，还
重塑了农村环境、美化了乡村风景。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柯桥区全区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
均达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覆盖率达到 92.57%，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达标率 95.14%。当前，柯桥累计创建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镇 12 个、省级未来乡村
5个、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36个、五
星 3A 先行村 9 个、3A 示范村 36 个、五
星达标村241个。

美丽宜居的环境也带来可喜效益。
2022 年，该区接待乡村游客 62.8 万人
次，乡村旅游收入达9.55亿元。今年“十
一”期间同样亮眼，谢家坞村依托美食节
活动，吸引游客 5 万余人次；安华村打出

“星光稻田露营”品牌，吸引游客 1 万余
人次；叶家堰居则依靠中秋奇妙游、鉴里

荟乡村音乐会等形式，再创流量新高。
美丽乡村的新篇章，在柯桥越写越有劲
道。

乡村治理和谐有序
一片片“乡贤心”被不断发扬

6 月，2023 第三届柯桥乡贤大会举
行。会上，柯桥区联合区域发展平台、异
地商会、海外同乡会资源，共同签署了

“聚贤力 向未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这是一个新的节点，意味着柯桥区依托
乡贤资源发展经济、文化步入一个新的
阶段。

柯桥乡村也始终在呼唤乡贤的回
归。根据柯桥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柯桥全区已有 320个村
建立了乡贤参事会，招引 342 名新乡贤
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省大学生农创客联合会理事、
稽东青年农创联盟会长应华亮就是其中
一名乡贤代表。2018 年，他跨界回乡创
办农业公司，积极参与推动乡村经济的
发展。通过整合资源，他带领村民在村
里开起民宿，做起经济型农场，发展种养
殖业态，推动本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青年农创客尉建亢也返乡建起了自
己的公司，并打造了“一桌土菜”品牌。
他将村民自家种植的高品质农产品以品
牌化形式销售，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也
解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柯桥乡贤留在青
山绿水间，全力为家乡发展赋能。他们
引项目、引团队，助推经济发展；他们也
做“娘舅”、做调解员，帮忙解决家长里
短。在他们的影响下，家乡的村子慢慢
富了起来、美了起来，也和谐了起来。

乡村和谐有序，也是柯桥区“千万工
程”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柯桥
区坚持把“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提升农村基
层治理水平的着力点，实施“四治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专项行动，完善
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等自治体系制度，构建起新型治
理体系。

为了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柯桥
区实施“春雨行动”全面推动文化为民、
惠民、乐民落到实处，扎实推进“浙文慧
享”民生实事项目。柯桥区还发挥文化

“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
展”的特殊作用，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家
庭等创建，广泛开展最美家庭、身边好人
等选树活动，全面涵养文明乡风。

棠棣村兰花数字工厂

棠棣村“花满棠”研学基地

﹃﹃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

﹄﹄
推动下推动下

，，乡村产业提质颜值提升风气提正乡村产业提质颜值提升风气提正

—
—

柯桥乡村柯桥乡村

﹃﹃
十八变十八变

﹄﹄

乐翠球

徐添城

宜居宜业和美柯桥宜居宜业和美柯桥

兰亭街道谢家坞村“生然谷贝来极光营地”

全国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十大最美农村路””——柯桥区平王线柯桥区平王线

马鞍街道国庆村马鞍街道国庆村

(本版图片由柯桥区委宣传部、柯桥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