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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正好，金华东阳城东街道寀卢
村“共享田园”内，千亩彩色稻田丰收在
望，阡陌间，白鹭纷飞，引得周边市民纷
纷前来打卡拍照。

依托“千万工程”，寀卢村建起“田
成方，路成框，树成行，渠成网”的现代
农业田园综合体，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更提高
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现今，
寀卢村有耕、种、管、收、烘干加工农业
机械 200 多台（套），已实现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

记者来到寀卢村委会大楼，在“智慧
寀卢”云平台的大屏幕上看到，土地湿
度、土壤酸碱度和肥力等影响农作物生
长的数据，随时可查。“以前需要雇 6 个
工人日夜管理田地，现在有了 5G 技术
和无人机等设备，效率高多了。”37 岁的
郭江华在寀卢村流转了300余亩土地种
植水稻，年收入可达十几万元。

在“千万工程”带动下，寀卢村将人
居环境提升与现代农业、休闲观光等有

机融合，村庄颜值越来越高。该村累计
投入 8000 余万元，先后开展了水系工
程、景观节点建设、道路“白改黑”等项
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建造了
很多游乐设施、健身器材，天气晴朗时，
在村文化礼堂前的广场上就时常会有文
艺表演队在排练。

现如今，寀卢村集聚了近百家企业，
全村企业一年纳税3600多万元，大大拓
宽了本地和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还吸
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20 年来，寀卢
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村集体收入和农
民年人均收入分别从2003年的70余万
元、8000 多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425 万
元、8.2万元。

眼下，总面积4000平方米的农业科
技馆正在加速推进，同时打造智慧运动
广场、智慧文化广场等节点，进一步提升
村庄风貌。寀卢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卢阳春表示，在“种粮食”又“种风景”
的美丽经济新模式下，寀卢村将持续写
好“种经济”这篇大文章。

东阳寀卢村 既有颜值更有产业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东阳 韦敏航

“新鲜的舜芋刚采摘上来就卖完了，
村民自己都快尝不到了。”中秋国庆假
期，金华永康前仓镇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陈建伟有着“幸福的烦恼”。长假里，来
自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游客游山水、
住民宿，顺道还把大陈村的特产舜芋给

“清仓”了。
大陈村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3A

级景区村，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00 多万元。大陈村为何这么火，发展
有何秘诀？陈建伟说，持续深化“千万工
程”，让大陈村实现了华丽转变。近年
来，大陈村通过“污水、垃圾、公厕”三大
革命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通过“农房改
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建设
和谐美丽乡村。

由于位置偏僻，原本的大陈村百姓
只能靠种地谋生。2015年，浙江有地方
开始发展民宿，村干部们也动起了脑
筋。“要发展旅游业，就得彰显乡村的个
性美。”大家说干就干，不搞大拆大建，从

“把村子扫干净”入手，突出“微改造、精

提升”，依托村庄原有的风貌特色做起
文章。

随着首批 7 家民宿的开张，喜爱乡
村氛围的城里游客纷纷前来体验，大陈
村也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保留乡村本味发展旅游业的理念，引来
了同道中人。2016年，永康第一家主题
精品民宿大陈“铜院里”亮相，三幢荒废
多年的土坯房，摇身一变，成了以“铜”
元素为主题的生活空间，创意十足。村
集体顺势打开思路，盘活闲置农房资
源，吸引社会资本撬动农房更新。“舜耕
巷”“临水街”“松林咖啡”等业态相继出
现，治村导师工作室等一批项目先后
落地。

农房变民宿、猪栏变咖啡馆、蘑菇屋
变直播间⋯⋯不断盘活资源、变废为宝
的大陈村，如今 80%以上的农户从事民
宿旅游及相关产业，已有民宿 45 家、床
位 1138 个，去年接待游客量突破 60 万
人次，各种业态经营总收入达2800多万
元，从“网红村”迈向了“长红村”。

永康大陈村 盘活资源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沈 超 共享联盟·永康 张曼欣

“我们一共需要 26 间房。”近日，衢
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接待了一个上
海疗养团，而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
期里，村里共接待游客 7 万人次。深入
实施“千万工程”以来，盈川村以“整村经
营”理念，统一收储闲置资源，整体规划
开发和招商运营，共享收益分红，让闲房
变民宿、闲人变管家、闲地变园区。

盈川村历史悠久，是初唐古县衙所在
地，唐代诗人杨炯曾在此担任县令。这里
文旅资源丰富，但之前缺规划、无项目，发
展无方向。“先要搞清楚村里闲置房屋、闲
置劳动力、闲置土地底数。”盈川村党支部
书记占小林说，当地从摸清闲置资源入手
破局，对村级土地、房屋资源，以及闲置劳
动力等情况展开摸底排查，建立闲置资产
和人口信息档案，并广泛听取村民意见诉
求，为推动产业发展打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衢江区“两山合作社”整
体收储 25 栋闲置农房和 237 亩土地，集
聚各类主体资金4000万元。“以千年古城

复兴为题，对村庄进行统一规划、基础配
套提升，形成优质的招商‘资产包’，吸引
投资主体‘拎包入驻’，专业运营。”衢江区
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引入的衢州市腾
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整体经营村中
的高端民宿、共享餐厅、露营观光等业态。

“每年每平方米支付给农民60元租
金。”腾云文旅“盈川山房”客房负责人曹
青勇说，腾云文旅对102间闲置农房，统
一装修、安排客源，打造唐风诗韵特色民
宿集群。村民周连福家的6个房间出租
给 腾 云 文 旅 当 民 宿 ，每 年 租 金 1.2 万
元。村民高其英在共享餐厅上班，每月
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她说：“我女儿
在初唐风情街上开饮料店，家门口就能
工作。”共有41户农户参与民宿经营，22
名村民参与民宿保洁、餐厅服务等工作，
人均每年增收3万余元。

今年以来，全村共接待游客35万余
人次，带动旅游消费增长近400万元，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超80万元。

衢江盈川村 整村经营共享收益
本报记者 于 山 共享联盟·衢江 丰莉莎

七彩斑斓的民房、热闹欢快的竹
竿舞⋯⋯在衢州龙游詹家镇浦山村，
三五成群的游客正在体验当地的畲族
风情。

浦山村曾是蚊蝇乱飞舞、处处粪
臭的养猪村。实施“千万工程”以来，
该村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大力推
进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 拆 除 农 村 违 章 建
筑、更新乡村公共空间、引进社会资本
发展产业⋯⋯村庄风貌焕然一新，昔日
的穷乡僻壤吃上了旅游饭，一跃成为人
气满满的网红村。“国庆期间，每天都有
千余人到这里游玩打卡。”浦山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伟民介绍道。

漫步在村里，不时传来游客阵阵欢
笑声。在畲族体育游戏活动区，游客跟
着村民打麻糍、抛茶青，体验着畲民的生
活生产劳作。在另一边的草坪上，伴随
着竹竿撞击的节拍，村民雷利群灵巧地
跳起了竹竿舞，欢快的氛围吸引游客纷
纷加入欢跳起来。“跳竹竿舞既是表演，

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雷利群说，随着
游客越来越多，村里专门组建了山歌队、
舞蹈队等文艺队伍，每逢周末或者重大
节假日，都会组织开展畲族婚嫁、畲族山
歌等民俗文化表演。“一场表演最多的时
候需要60多个村民参加，每人有80元~
100元不等的演出费。”

临近饭点，“畲乡菜馆”成为游客的
热门选择。菜馆经营者廖昌军是本村村
民，他把自家闲置农房流转给村集体打
造民宿，自己和妻子则经营起餐馆。廖
昌军说，餐馆的从业人员都是本地村民，
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黄伟民说，近年来通过联动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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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们将持续深化“千万工
程”建设，不断丰富村庄业态，推动旅游
发展，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
来越美好。

龙游浦山村 畲乡风情游人纷至
本报记者 梅玲玲 共享联盟·龙游 秦久兴 罗 意

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一场
秋雨后，鹅卵石小路干净润泽，成群的古
樟树翠绿欲滴，特色古民居古朴静谧。
走进村子，沿街开满了古香古色的茶馆、
酒肆、饭庄等店铺，古道旁的溪流穿村
而过。

很难想象，20 年前的堰头村，竟被
人称为“粪坑村”，全村有 160 多个粪
坑，臭气熏天，与周围的山水极不和谐，
而且由于古街、古民居缺乏保护，整个
村子看上去沧桑又破旧。2003 年，我
省启动“千万工程”，堰头村迎来了新机
遇。为了既提升环境质量，又解决生计
难题，村两委带领村民走了一条发展生
态农业的新路子，由养猪养牛改为种茶
叶、蔬菜，还建起了古韵十足的通济堰
大坝广场。

在大力推进村庄建设的同时，堰头
村还不遗余力做好“古”字文章。在古村
落保护方面，修旧如旧，并针对古民居线
路老化问题专门立项解决。同时，邀请

“律师护宝团”走进文保建筑，开展护宝
宣讲培训。立足古村落保护这个支点，
堰头村还打造了千年通济堰、千年古道、
千年古樟树、千年古石函等文化 IP，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一睹这一古朴小村。

传统古村落的风貌得到了最大程度
的展现，不少外地客商被村里千年“古”
文化和美丽自然风光所吸引，纷纷前来
投资开民宿。很多村民把自家的房子利
用起来，开起了农家乐。现在，堰头村民
宿、农家乐一共有 32 家，每年纯利润总
计1000多万元。

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还能体验
到数字化应用。主楼里的数字驾驶舱，
可以全方位看到村里的低碳治理数据、
垃圾分类得分情况、独居老人生活情况
等。旁边还设有健康小屋、书画室、儿童
之家等，村民可以自助体检和买药，在手
机上就能查阅体检报告。

如今，堰头村已先后被授予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浙江特色旅游村称号。

莲都堰头村 匠心做好“古”字文章
本报记者 暴妮妮 本报见习记者 王 啸 通讯员 赵金淼 王 燕

中秋国庆假期过去不久，丽水市莲
都区大港头镇大港头村依然游人如织。
地标般的古樟树下，热闹的集市摆放着
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支起画板认真写
生的孩子们，用稚嫩的双手勾勒着他们
眼中的画乡。

“其实，之前村子不是这样的。”大港
头村的村民陈凤云说，以前全村有 100
多家木制品加工作坊，漫天粉尘，河滩上
也堆满了垃圾，一到下雨天，都下不了
脚。随着“千万工程”持续深化，污染行
业逐步关停。恢复了纯净与美丽的大港
头村，吸引了无数美术生以及国内外画
家到来，逐渐在此形成丽水巴比松画派，
画乡因此得名。

多年来，大港头村以画为“媒”，努力
建设艺术乡村，为艺术工作者构建起“社
会资本代建+政府出资回租+画家无偿
使用”的工作室租用新模式，并打造出集
艺术家、匠人等于一体的艺术集聚区。
目前，大港头村已开设了 126 家艺术工

作室，国内近 300 家高等院校在此建立
了艺术教育实践基地，每年接待写生创
作学生超过15万人次，成为国内最大的
写生创作基地之一。依托丽水巴比松画
派，村里还建起了四家美术馆。其中巴
比松油画馆最为吸睛，门口的一大片棕
红色建筑充满了艺术气息，馆内不定期
展出的各色主题作品，让观众流连忘返。

大港头村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众多
返乡创业人员和外来创客扎根于此，目
前总数已超500人。在杭州创业多年的

“畲凤”品牌创始人兰金美，在画乡入口
处开了家集畲族服饰、手工艺品销售和
民宿于一体的特色店，取名“畲凤石榴红
家园”，橱窗内的畲族服饰、畲乡手工艺
品，常常让游客眼前一亮。不仅如此，兰
金美还经常通过组织畲族群众参与民族
服饰制作，带动村民增收致富。2022
年，大港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92.63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5年的
4325元增长至4.63万元。

莲都大港头村 以画为媒绘出未来
本报见习记者 王 啸 本报记者 暴妮妮 通讯员 赵金淼 余俞乐

大港头村风貌大港头村风貌 莲都区农业农村局供图莲都区农业农村局供图

游客参观寀卢村“共享田园”。 共享联盟·东阳 包康轩 摄

孩子们在大陈村农耕文化园游玩。 共享联盟·永康 卢斌 摄

堰头村古樟树 莲都区农业农村局供图

浦山村“竹竿舞”吸引游客体验。 拍友 刘舒婷 摄

汉服秀成为盈川村中的一道风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