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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县丽水松阳，一边汲取着传统农耕文明的丰沃养分，一边以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对话世界，共同探索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2019年5月，受联合国人居署邀请，松阳县人民政府作为全国三个参会单位之一和唯一的县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联合国人居大会，签署了合作意向书；2019年11月和2021年10月，在松阳县分别

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城乡联系论坛，并商定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城乡联系论坛。

时隔两年，这个浙西南小县城再一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今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第三届城乡联系论坛如约而至，来自17个国家、18个国际组织的180余名专家、学者等齐聚松阳，交流想法，互

学互鉴。

这是一个分享经验的平台、碰撞思想的擂台、交流合作的平台，更是向世界讲述“松阳故事”的重要窗口。松阴溪畔，走过千年时光的松阳正以质朴的声音，讲述着她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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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自古被
誉为“金瓯玉盘”“处州粮仓”。

近年来，松阳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
革攻坚开放提升，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
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城乡可持续发
展路径，不懈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
代化探索实践。

松阳的大山里藏着数以百计的传统村
落，其中中国传统村落就有 78 个。大山挡
住了致富的脚步，三都乡尹源村村民曾荣华
早年便外出务工。改变源于2016年发起的
一场“拯救老屋行动”。“政府资助加上我个
人出资，老屋改造成了拥有 4 个房间的民
宿，如今一年有 3 万多元收入。”曾荣华说，
村里有了乡民和客流之后，原本村庄破旧的
老屋一点点焕发新生。

近年来，松阳县以拯救老屋、传统村
落美丽宜居等项目为抓手，系统推进乡
村的生态修复、经济修复、文化修复和人
心修复。截至目前，全县有 260 多座宗
祠、20 多座古廊桥、1200 多幢老屋得以
修缮保护，一大批传统村落实现了活态
保护、有机发展的目标。

乡村的复兴离不开青年，青年回到
乡村，乡村就会有许多可能。松阳聚焦
聚力“青年发展”，以“全国县域共青团基
层组织改革试点”为契机，创新全链条青
年返乡创业服务机制，建设“青年发展型
县域”，致力打响“青松向阳”品牌，有效
吸引一大批青年回归松阳、扎根松阳，开
展创业创新。

2013 年，90 后张俊杰回到老家大东
坝镇横樟村，一边学习钻研古法养蜂技

术，一边研究销售新思路。如今，他在抖
音上已有粉丝 247 万，每年直播带货农
产品销售破千万元。在松阳，越来越多
的青年选择回到家乡，他们以手机为工
具，以网络为媒介，向全世界推广传播松
阳乡村的好风光、好山货。去年，全县实
现网络零售额 70.69 亿元，增长 36.3%，
增速居全省第5。

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主
要瓶颈。近年来，松阳着力打造具有山区
县特色的“客货邮融合”农村物流运作模
式，陆续投入2400余万元经费，实现农村
客货邮合作线路乡镇全覆盖。“快递进村、
山货进城”，真正实现山区群众与县城群
众“同城同待遇”“服务均等化”的期盼。

四都乡是旅游热门打卡地，召寨线作
为进出各村的必经通道，弯多路陡、车流量
较大、交通事故易发。通过融入智慧交通
元素，当地打造了首条山区智慧公路，不仅
为交管部门提供数据和决策支持，还给群
众带来快速有效的交通信息。沿线的陈家
铺村得益于交通的不断改善，村里的产业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村民人均收入较5年
前增长近3倍。在这里，可以看到数字城
乡公路带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如今，松阳的农民依然“靠山吃山”，
但“吃法”变了；山区依旧偏远，但交通变
了；地还是那些地，但增值方式变了；人
还是那群人，但眼界和观念变了。当数
字嵌入松阳，就如一个个跃动的细胞深
入乡村发展的每一寸肌体，架起了城市
与乡村融合共生的桥梁，为乡村振兴带
来新的活力和方向。

城乡融合
打造让人向往的美好家园

（本版图片由松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思想碰撞，让世界的先进理念

做法为松阳城乡建设发展释疑解

惑；思路启迪，让松阳的探索实践与

世界共享。

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丽水市人民政府

主办，松阳县人民政府承办。主办

方将第三届城乡联系论坛主题确定

为“智慧互联城乡 共建美好家园”，

并设置了“乡村青年发展”“缩小城

乡差距”“传统村落复兴”“数字城乡

公路”四个子议题，顺应了从价值认

知、空间规划，到经济业态，再到共

建美好生活的发展逻辑。

开幕式上，嘉宾们围绕“智慧互

联城乡 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开展主

旨演讲，并进行现场互动。闭幕式

前，嘉宾们还一同前往赤寿乡界首

村，参观传统村落风貌、“拯救老屋”

博物馆，并通过体验老屋修缮，共同

打造友谊墙。

论坛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考

察祥瑞电商园、古市镇山下阳村、叶

村乡横坑村、“客货邮”农村物流共

配中心、四都乡陈家铺村等点位，深

入了解松阳电商青年发展、农田水

利设施改造、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共

富工坊建设、客货邮融合等方面情

况，并围绕四个子议题召开边会，立

足全球视野，开展深入交流探讨。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乡

村青年发展”议题重点交流讨论“青

年”这一要素在助力乡村发展的创

新做法，并以松阳为例，找到更加多

元吸引青年回归乡村创新创业的路

径举措。

“传统村落复兴”议题就如何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及复兴传统

村落展开讨论，通过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美丽宜居示范村建

设等途径，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深化以传

统村落复兴为路径的“千万工程”探

索实践。

“缩小城乡差距”议题重点交流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在缩小城乡

差距、破解山区发展瓶颈、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生动实践，探讨通过调节

分配机制等方式，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中资源要素合理有序流动。

“数字城乡公路”议题聚焦如何

结合数字化、信息化加强物流、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物资流通、出行服务条件，实

现城乡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据了解，本届论坛还通过国际

传播展示松阳在破解城乡可持续发

展问题中的做法、经验和成效，向世

界讲述“松阳故事”，为全球携手共

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乡村搭建了

一个多元交流的平台。

思想碰撞
探讨城乡发展的无限可能

2013 年起，松阳就开始探索实践
一条“文化引领”的乡村振兴之路，十
年来，松阳乡村实现了精彩蝶变。更
难能可贵的是，松阳虽地处世界东方
一隅，却心怀世界，基于十年乡村振兴
实践以及山区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布局探索实践，“松阳故事”也开始在
国际上传播。

这段时间，一则《外眼探秘松阳》
的短视频火了。视频中，这些来自规
划设计、商贸合作、文化艺术领域的外
国专家实地探访了松阳，沉浸式感受
了松阳在人居康养、村落保护、文旅融
合、民宿改造等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他们纷纷被松阳的风物人情所吸引，
流连忘返。

来自法国尼斯申遗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认为，松阳的“拯救老屋”行动不
仅为尼斯树立了榜样，也给世界各国
树立了榜样。罗马尼亚工商联合会驻
华机构代表则将松阳视为“一个发展
乡村旅游业的完美案例”。年轻人带

着从大城市收获的理念回到家乡、回
到乡村创业，他们经营茶馆、书店、民
宿等，改变了先辈的生活方式，向世界
展示古老中国的魅力。这则活动组稿
分别在今日中国、北京周报等刊发，阅
读数超过 144.2 万人次，总互动次数
18.8 万人次。围绕第三届城乡联系论
坛主题，松阳还积极组织开展对外传
播，组织属地官方、个人账号在海外主
流社交平台转发推文、短视频，发布原
创图文、视频稿件等。

除此之外，“浙江松阳——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县域典范”主题稿件，通
过《凤凰周刊》的海外影响力，借助海
外传统报纸媒体、海外网络媒体、新兴
社交媒体等多元化渠道，在包括美联
社、雅虎财经等200多家海外媒体上进
行了传播，这些海外媒体是松阳传播
共同富裕县域典范、讲好乡村振兴松
阳故事的载体，让所触及的海外受众，
通过这些信息更多地了解松阳、关注
松阳。

向世界讲述“松阳故事”不仅仅
于此。早在 2019 年，松阳便作为浙
江省唯一代表参加了首届联合国人
居 大 会 ，并 与 联 合 国 人 居 署 签 署 了
合 作 意 向 书 ，成 为 联 合 国 人 居 署 在
全国第一个乡村发展的示范。“乡村
变迁：松阳故事”先后登上德国 Ae-
des 建筑论坛、法兰克福书展、奥地
利 维 也 纳 建 筑 博 物 馆 展、威 尼 斯 国
际建筑双年展主题馆等全球高水准
的展台，向世界讲述“松阳故事”，受
到 德 国、奥 地 利 等 国 主 流 媒 体 以 及
全球最大建筑网站《每日建筑》的关
注。

拯救老屋、保护村落、创新创业、
青年发展、科技创新、艺术赋能⋯⋯
在 这 片 古 老 又 青 春 的 东 方 土 地 上 ，
时 刻 上 演 着 不 同 版 本 的“ 松 阳 故
事”；有无数有志之士一同在探寻破
解全球城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
路 径 ，携 手 共 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和乡村。

对话世界 讲述城乡融合的松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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