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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季节，行走在画里南江精品线沿线村——义乌市佛堂镇钟村，往来的游客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返璞归真的乡间乐趣。

国庆假期，佛堂镇龙溪村村口自驾车排起长队，玻璃栈道、3D彩绘⋯⋯放眼望去，当代年轻人钟情的刺激项目、孩子和老人喜爱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

一个个秀美乡村如散落的珍珠熠熠生辉，一个个农业产业基地里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张张质朴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近年来，佛堂镇牢牢抓

住“千万工程”实施契机，改善村容村貌、挖掘乡村特色，打造了一批旅游观光项目，以文旅融合促进共同富裕，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千万工程”20年，也是佛堂镇乡村蝶变的20年。

因地制宜
美丽乡村各美其美

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的融合发展。
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佛堂镇持续
开展乡村道路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

钟村地处佛堂镇北约 7 公里，清澈的
南江从村前潺潺流过，四周重峦叠嶂，风
景秀美。山区的生态环境是钟村的优势，
却也带来了交通闭塞的发展难题。

要想富，先修路。“必须先把大家出行
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带来发展的希望。”佛
堂镇钟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禄说，村两委、
党员投身到开山修路进程中。探实地、找
资金，谈合作、盯进度，大家带着满腔热
情，一步一个脚印修通了钟村至南王店的
公路。

一条路修出了发展信心、更修出了干
劲。紧接着，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横
跨南江的钟村大桥架起来了，义画线贯通
了，佛画线连接上了，“画里南江”精品旅
游线也穿村而过。这个八百多年历史，原
先只能靠翻山越岭、坐撑篙船过江的古老
乡村，“活”了起来。

路网打通了，如何谋求更大发展？作
为义乌“画里南江”美丽乡村精品线上的
一个重要节点，钟村如何乘上美丽乡村精
品线建设的东风成了关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结合“千万
工程”和新农村建设契机，钟村先后投资
3600 万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美丽田园
建设，村庄面貌有了彻底改观。环境变美
了，村两委又结合“浪漫爱情，情定钟村”
的主题，委托北京、上海的著名高校对南
江沿岸和村庄进行设计包装。村里旅游
内容有了丰富内涵，游客日益增多。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钟村还引
进了多元化露营项目，不仅集体收入增
多，还解决了很多村民的就业问题。正式
营业后，露营项目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里，营业额就达到了 52 万元。来游玩的
人络绎不绝，钟村村民纷纷称赞。

钟村露营基地内，三五成群的游客沐
浴着秋日暖阳，聚在一起围炉煮茶，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难得的乡间

乐趣。“村子漂亮，交通方便，周边环境
也不错。”钟村露营基地负责人表示，但凡
来过这里的人，很难不爱上它。

钟村之变，折射着佛堂镇美丽乡村精
品线沿线乡村20年之变。

不只是钟村，“画里南江”“千年古镇”
两条精品线串珠成链、蜿蜒而过，将沿线

村连成赏心悦目的文旅产业带。梅林耕
读园、无屿营地、糖厂咖啡⋯⋯一个个文
旅共富项目，把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
济。

城乡相互补给、双向奔赴，藩篱被加
速打破。佛堂镇副镇长王智佳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学思践悟“千万工程”蕴含的为
民情怀，持续发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化佛堂美丽
城镇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融合发展
走出农旅发展新路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之基。如何基
于一方水土、突出区位优势，探索农旅融
合发展道路？佛堂先行探索，行动起来。

谁能想到，龙溪村这个曾经闭塞的小

村庄，如今已一跃成为义乌乡村旅游的
“样板村”，引领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2016 年，为了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我
们就考虑如何发展村庄，但都因有限的自
然资源寸步难行。”龙溪村小六石景区相
关负责人说。

直到有一天，有关张家界玻璃栈道的
报道吸引了村负责人的注意。村“两委”
觉得小六石自然村的改变或许可以从一
座玻璃桥开始。2017 年初，村民们参股
众筹 400 万元成立了小六石旅游开发公
司。2018 年农历大年初一，“无中生有”
的小六石玻璃桥试营业。两个月后，120
万元分红让村民们喜上眉梢。经济薄弱
村的命运从此改变，致富之路全面铺开。

一座玻璃桥，让龙溪村走上了农旅项
目的“花路”，景区内接待游客与日俱增。
但这个善于“折腾”的小村并没有就此停
下脚步，而是不断扩大创新产业布局。依
托义乌农业标准地改革契机，龙溪村率先

试点改革，打造道路、水渠整齐划一、一望
无际的稻田风景。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
稻田“蝶变”来得如此之快。为了让游客
流量“变现”，龙溪村还成立众创公司、引
进农旅项目，农业“标准地”俨然成了村民

“致富田”。
农田的蝶变，在佛堂其他区域陆续上

演。佛堂镇倍磊村、舟墟湖村等地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也在有序推进，实现了“田成
方、渠相通、路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美
丽田园风光，也成了一条全新的增收致富
道路。“去年我们每个村民光靠农田出租
就分到了 1000 元，更不要说美丽田园带
给全村的旅游性收入了。”倍磊村党委副
书记陈兴海说。

“我们接下来将以农业双强建设为抓
手，结合“千万工程”建设，充分利用乡村
固有的农旅资源，走出文化传承和农旅融
合的农民增收新路子。”佛堂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王育兵表示。

钟村露营基地 王松能 摄

鸟瞰龙溪村 李春霖 摄鸟瞰龙溪村 李春霖 摄 倍磊村高标准农田美如画 陈洋波 摄

春去秋来，“千万工程”结出累累硕果。此时此刻，放眼义乌福田街道，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美丽田园里，孩子们在大自然中研学；科技小院内，新

品种玉米果实累累；未来乡村里，游客络绎不绝；广厦千万间，各式业态遍地开花⋯⋯“千万工程”20年久久为功、接力推进，引领美丽乡村焕发“万千气象”。

近年来，福田街道以党建统领，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文明看得见，幸福摸得着，实惠感

受得到”的全新福田。

科技化推动
现代农业高质高效

近年来，以商贸闻名的义乌市福田街
道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大农业的

“三产融合”，同时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
伐，走出一条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

一到秋天，清塘村就热闹起来，美丽
田园的新品种玉米迎来丰收季、糖蔗节节
高升。“以前，我们村的闲置土地散乱，还
有不少小土坡利用不起来，导致村集体经
济上不去。”看着眼前的田地美景，清塘村
党支部书记骆红波高兴地说，去年，在街
道大力支持下，村里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和
平田整地，大力实施“先流转后建设、先平
整后配套”模式，把不适合种植的土地进
行改造提升，让“荒地”变“良田”，激发土
地活力，为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
为农户增收50万元。

清塘村内的美丽田园通过科技化、机
械化打造，建成了国家级玉米科技小院。

义乌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副会长、90 后
“新农人”骆遥打破传统的农业管理方式，
用经商的理念来经营管理农业，陆续创建
品牌，开发名优新产品，还引入了博士创
新站，用新观念、新技术来助力乡村振
兴。“我们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自主培育
出玉米新品种糯J181，玉米科技小院内种
植的就是这一新品种。普通玉米产量大
约 700 公斤/亩，我们培育的新品种玉米
产量能达到1300公斤/亩。”骆遥说。

宗宅的农业产业同样走上了科技化
道路。目前，宗宅美丽田园已完成 200
万投资，努力建设成为省级高品质绿色科
技示范基地，致力打造绿色生态、功能多
元、设施完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和运行
规范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促进农业产业
现代化发展。

多元化打造
未来乡村宜居宜业

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
“千万工程”人居环境建设的所有阶段和

环节。福田街道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
化为建设方向，多元化打造宜居宜业的未
来乡村。借着“千万工程”的东风，官端前
村从曾经的省级经济薄弱村蝶变成农旅
融合型未来乡村。

前些年，由于没有利用好自身优势，
官端前村发展缓慢。村集体经济收入不
足 5 万元。与此同时，村里环境“脏乱
差”，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较低。

通过整村环境提升、厚植生态优势、
培育农业品牌、打造景区村庄等一次次

“大动作”后，官端前村打开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该村以旅游业、农
业、红糖为产业发展渠道，融合发展农耕
体验、垂钓、农家乐、采摘体验、儿童乐园
等多种业态，结合一年四季重要节气，每
年组织开展春耕节、荷花节、丰收节、红糖
节，取得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达 100 万元左
右。

此外，官端前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提供教育
管理、人才联络和志愿帮扶等；依托“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优化政务服务能力，
提升基层智治水平，实现“一张图”治理。

项目化推进
农民群众富裕富足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
福田街道为 31 个村“量身订制”发展模
式，项目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振
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针对业态不够丰富，发展后劲不足，
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2018 年，殿前村
开始了新的“突围”——将环境改善作为
最大民生工程，拆掉砖瓦厂，开展土地整
治改革。

环境改善后，这里吸引了 180 余家小
微企业入驻，并先后完成文化礼堂、党群
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引进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物流等产业，还将土地流转给农业
大户种植义乌大枣，开启了“甜蜜事业”，
村集体收入达到了 120 余万元。村党支
部书记潘忠林指着村里的文化礼堂大舞
台说：“收入上去了，精神也要富足。我们
村建设了 3 处文体健身广场，组建了 5 支
文艺演出队伍。根据村民的需求，正在安
装舞台显示屏，方便大家以后开展演出、
看电影。”

在白岸头村，致富靠的是新兴产业——
电商直播。“以前我们村外来建设者只有
两三百人，现在有 3700 余人，其中电商主
播就有 400 多人。”村党支部书记骆晓军
正在忙着推进移动直播间项目。今年以
来，福田街道通过开展“四大双千”走访了

解到，主播们急需功能齐全、便捷可移动
的直播空间，移动直播间项目应运而生。

“我们利用村里的 2000 平方米的闲置土
地，安置了 20 个移动直播间，里面配备了
可背景、灯光、移动Wi-Fi等，主播们只要
拿着手机和产品就能进去直播，预计这些
直播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元。”

下沈村村两委通过充分盘活闲置土
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还清 400 多万
元负债后，还额外创收 320 余万元；前店
村建设大型致富楼宇，招租后不仅解决周
边村庄没有菜市场的难题，也将为村集体
每年增收至少 40 万元⋯⋯据统计，福田
街道 31 个村均实现了“全年完成 50 万元
以上经营性收入”的目标，其中有 15 个村
完成10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

接下来，福田街道将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沿着“千万工
程”指引的发展路径，高质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让美丽乡村在商城大地上展现

“千变万化”。

福田街道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 王江义 摄文艺队伍在官端前村荷花池间舞蹈 孙亦生 摄文艺队伍在官端前村荷花池间舞蹈 孙亦生 摄

清塘村美丽田园生机盎然 蒋旭俊 摄

“千万工程”焕发“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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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谋产业 融合发展促共富

走出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陈洋波 何贤君 楼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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