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金衢接合部的中心，距建德、兰
溪、龙游城区都在 20 公里左右。这里
文化相通、习俗相近、百姓相亲，一直有

“一饭香三县”之说。
兰溪诸葛镇养鸡大户王小杰告诉

记者，他的养鸡师傅就是建德人，现在
王小杰也帮助建德、龙游养殖户销售鸡
蛋。王小杰说，三地来往密切，“我们镇
上很多人家都有建德、龙游亲戚。”

虽然三镇群众联系密切，但是由于
公交系统一般出不了县、跨不了市，三
镇间一度没有往来的公交车。

在创建杭金衢“明清古韵·浙硒莲
盟”县域风貌样板区的过程中，公交系
统跨区域运行得以顺利突破。

“来了，来了。你们看，这就是串联
起三镇的一路旅游专线。”上午9时许，
在大慈岩镇里叶村公交站，顺着候车乘
客所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辆公交车开
了过来，车身上印着“杭金衢‘明清古
韵·浙硒莲盟’县域风貌区公交车”
字样。

记者上车后，发现车上人还不少。
乘客们纷纷分享自己的“小确幸”。“我
住龙游横溪镇腰塘边村，女儿嫁在建德
大慈岩镇。没这趟公交的时候，要先坐
中巴到龙游城里，再从龙游坐车到建
德，然后换车到大慈岩，折腾一趟要两
个多小时，现在家门口就上车直达只要
一个多小时。”59岁的江美玲说。

乘客们介绍，这是发自建德的公交
车，每天上午、下午各发一班。起初由
原新安江汽车南站出发，终点站在建德
里叶村。去年 12 月，公交线路开始延
伸，经兰溪诸葛镇后，终点站到龙游志
棠村。不仅是建德公交，兰溪公交、龙
游公交都延伸了线路，开到其他两镇村
庄去。

“现在好了，去年三个镇都开通了

相互来往的三路公交车，每路公交一天
都有两班。走个亲戚、串过门，方便多
了。”72岁的乘客老陈说。

与此同时，连接三镇的纵横两条国
道——330 国道兰溪永昌至建德交界
段改建工程（诸葛互通主线桥）和 351
国道兰溪马涧至建德大慈岩段工程（建
德段），也在建设中。

横向贯通兰溪和建德的330国道，
原本穿建德大慈岩镇中心而过，车流量
大且重型卡车较多，灰尘漫天、事故多
发，曾是大慈岩镇的一块“心病”。

如今，配合风貌样板区建设，经两
地协作，这条路段被迁至集镇外围。“预
计今年 6 月完工。”兰溪 330 国道改造
项目总工程师陈巍透露，改建之后，
330 国道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达 100
公里/小时。

纵向串联建德、兰溪和龙游的 351
国道，目前龙游横山段至兰溪诸葛镇已
经畅通。等兰溪马涧至建德大慈岩段
工程完工后，从北端的大慈岩镇经横山
镇、再到南端的诸葛镇，汽车车程将从
现在的一个多小时缩减至40多分钟。

路通了，就医、就学也日益畅通。
按照三镇去年签订的《民生事项合作协
议》，三镇群众在三镇各药店买药、各医
院就医，都可以刷自己的医保卡；就学
也突破限制，适龄儿童在三镇可以零门
槛就近入学。

另外，三镇的派出所还建立“三联”
警务工作机制，组建了浙政钉交流群。

“我们会即时共享信息，案件也会协作
研判，既方便服务群众，也便于有效打
击跨区域违法犯罪活动。”兰溪市诸葛
派出所所长王凯说，去年该所依托“三
联”机制，累计破获民生小案 11 起，联
动解决民生小事 73 件，有效提升了群
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小确幸”不少，同享便利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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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还不到一个月，杭金衢三地
乡土人才培训学校就被当地莲农催着
开课。

杭州建德大慈岩镇、金华兰溪诸
葛镇、衢州龙游横山镇联合创办这所
学校，目标是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
和实践本领的乡土人才队伍。“我想学
果莲种植”“我想学莲塘套养甲鱼”“还
有莲塘套养小龙虾也要开课”⋯⋯农
民提出的这些需求清单，被这三个镇
的农业农村办公室一一收集起来。莲
子是三镇的主导产业，莲子课程自然
是当地农民最关心的课程。

起于风貌，不止于风貌。去年以
来，地处杭金衢交界处的建德大慈岩

镇、兰溪诸葛镇、龙游横山镇，以联合创
建杭金衢“明清古韵·浙硒莲盟”县域风
貌样板区为契机，在产业发展、民生共
享等方面“捏指成拳”，助力1.4万名莲
农大幅增收，还打通了三镇公交出行、
就学、就医等，群众生活越发便利。

杭金衢“明清古韵·浙硒莲盟”县
域风貌样板区自带光芒——它是浙江
省首个跨区域联动创建的城乡风貌样
板区，去年12月还获评浙江省“新时代
富春山居图样板区”。

地处边缘的杭金衢接合部三镇，
也由此渐成发展前沿。这里为何能发
生喜人的变化？日前，记者前往三镇
实地探访。

2021 年，浙江省下发《浙江省城
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吹响
了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的号角。建德大
慈岩镇、兰溪诸葛镇、龙游横山镇迎来
发展良机。

“我们三地曾同属金华管辖。分
属三地后，我们的宝藏矿山——狮山
也分成了三片。”兰溪诸葛镇党委书
记徐冬超说，狮山硫铁矿藏丰富，位
于三县（市）边缘地带，缺乏发展路径
的三镇，都曾盯着这块“肥肉”。为
此，三镇闹过矛盾，也留下了满目疮
痍的矿山。

徐冬超拿出一张昔日的卫星影像
图指给记者看：“狮山上曾经有 10 多
个采矿厂，山从三面被挖成‘鲤鱼背’，
坑坑洼洼的矿坑容易引发地质灾害，
存在安全隐患。”

当地群众说，狮子山“好吃的肉”
都吃完了，只剩下“硌人的骨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镇想到
了合作。“要把‘硌人的骨头’还原为美
丽家园，离开哪一个镇都不行。我们
只能合作，并且要跨出行政区、创新机
制。”徐冬超说。

浙江省城乡风貌样板区建设试
点由县（市、区）自愿申报、各设区市
政府审核报送。2022年上半年，省城
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专班办公室收
到了一份杭、金、衢三地联合报送的
试点申请——创建杭金衢“明清古
韵·浙硒联盟”县域风貌区。创建面积
约 11.92 平方公里，区域常住人口约 6
万人，涉及三地三镇10个行政村。

“这是当时唯一的跨区域试点，
我们既意外又惊喜。”工作专班风貌
技术与标准组组长黄武说，三镇地处
偏远，产业、民生、古村落保护利用等
都偏弱，抱团试点不仅有助于环境整
治，也有助于提升产业、改善民生、保
护利用古村落群等，对其他地方也有
借鉴意义。因此，工作专班迅速参与
创建谋划，帮助三地搭建工作架构与
平台。2022 年下半年，杭金衢“明清
古韵·浙硒联盟”县域风貌区入选浙
江省 2023 年度城乡风貌样板区试点
建设名单。

去年 2 月，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专班办

公室指导下，建德、兰溪、龙游三县
（市）联合组建了杭金衢“明清古韵·浙
硒莲盟”县域风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并编制《杭金衢“明清古韵·浙硒莲
盟”县域风貌区建设方案》，共同谋划
了风貌共建、交通互通、旅游联动、产
业共兴、文化共荣、数智共治等六大类
26 个风貌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 2.58
亿元。

为了形成区域发展合力，三镇
建立了工作联席机制。三个镇党委
书记以一月为期担任轮值主席，负
责牵头督促、推进相关项目。三镇
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协商解决项
目 推 进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 记 者 采 访
时，恰好轮到建德大慈岩镇党委书
记倪浩群担任轮值主席。他正紧盯
着“三地共富工程矿地综合开发利
用项目”，希望三镇关停的几个矿厂
能加快复绿工作。

倪浩群透露，需要整治的矿地有
2.32 平方公里，整治后预计能新增集
中连片的可利用土地3000亩以上，可
以助推三镇经济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三镇共有的山，正在变美。三镇
相连的古村落，也要保护起来。

龙游县横山镇镇长傅俊杰介绍，
三镇拥有 788 栋明清古建筑，是浙江
省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集群，兰溪
诸葛村、建德新叶村、龙游志棠村早已
名声在外，“如何保护、利用这些珍贵
遗产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共建风貌样板区后，三镇全面推
广诸葛村“人人都是文保员”模式，长
期聘用35名传统工匠，组建专业团队
对古村落进行体检、连片保护和修
复。前不久，三镇还聘请古建筑专家，
专门开设传统工匠培训班，吸引了众
多工匠参加。“这课上得好，既讲梁柱
怎么换，也讲我们国家古建筑一步步
怎么发展的，对我们修复古建筑很有
帮助。”工匠老冯说。

如今，三镇已对 369 处古建筑开
展“安全体检”，并完成修缮 83 处，还
引进了 21 家特色民宿和文创工作室
入驻。最近，建德新叶村、里叶村和龙
游志棠村都招引了运营团队，对古建
筑、民宿进行艺术化运营，以期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来旅游观光。

“硌人的骨头”，还原为美丽家园

天气逐渐转暖，建德大慈岩镇、兰溪
诸葛镇、龙游横山镇的荷田，碧绿的荷叶
浮在水面上，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在
大慈岩镇，记者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摄影爱
好者李先生。他告诉记者，除了摄影，此
行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购买正宗的富硒
干莲子。大慈岩镇、诸葛镇、横山镇同在
富硒带上，他想实地走一趟。来到这里
后，他发现三镇现在共用“浙硒莲”一个品
牌，认准这个牌子就行，很方便。

李先生所言非虚。杭金衢接合部
水资源丰富，衢江支流贯穿建德大慈岩
镇和兰溪诸葛镇，龙游横环溪又发源于
横山镇，三镇土壤硒含量高，自古就是
浙江省最大的莲子种植区，并诞生了建
德“里叶白莲”和龙游“志棠白莲”这两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

同是富硒莲子，又同有国家地理标
志，里叶白莲、志棠白莲一度谁也不服
谁。“相互压价，以次充好都曾有过。”倪
浩群坦言。

既然可以同治一座山，为何不能共
同经营一朵莲？三镇干部的思路，就这
样顺理成章转到了莲子上。

说干就干。去年，三镇联合组建莲
子协会联盟，围绕产业推广体系建设、
产品价格体系构建等方面签订联动发
展协议。并且联合发布“浙硒莲”区域
公用品牌，设立品牌研究（准入）中心、
技术指导中心和市场推广中心，还制定

《浙硒莲区域公用品牌生产标准》，共同
推进“浙硒莲”产业发展。

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三镇错位发
展：建德大慈岩镇侧重果莲种植；龙游
横山镇主打莲子酒及相关饮品；种植面
积相对较小的兰溪诸葛镇，则重点开展
种子培育、产品销售、衍生品开发等。

从散到聚，“浙硒莲”产业明显有
了起色：去年规模种植成功的大慈岩

镇 果 莲 火
了。这种口
感 近 似 于 水 果
的鲜莲子品种，采用
特殊的保鲜手法后，每盒

（100 克）售价 15.8 元。去年
夏天，等着买货的车子在村里排起了
队。大慈岩镇种植户、杭州莲侬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利红介绍，去
年 600 亩不够卖，今年公司又从龙游
横山镇流转来近 1000 亩土地，扩大规
模种植果莲。

“我们想重点推广果莲，凭借杭州
的渠道优势进一步打开市场，带动其他
两镇，把这条富硒带打造成‘中国富硒
果莲之乡’。”倪浩群自信满满地说。

沿着莲子产业布局线路，记者一行
来到了龙游横山镇。三地莲子交易的
集散中心就建在该镇志棠村。在这个
中心，我们发现各家商铺的干莲子统货
收购起步价都不低于每公斤90元。

“这个价格基本体现了富硒莲子的
种植成本、品牌效益，告别无序、低质的
竞争，莲农、企业、消费者更安心。”龙游
县浙江硒莲液富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姜晓林说，他们公司去年还研发出莲
子汁、莲心茶和莲子酥，延长了莲子加
工的产业链，销售情况很不错。

据统计，去年三镇莲子种植面积
1.8万亩，比前年增长4000亩。产值达
4.7 亿元，同比增长 20%，带动村集体
和农户实现增收 20%。今年三镇将继
续扩大面积。

除了莲产业，三镇还推出景区联票机
制，共办荷花节等活动，深挖内部旅游资
源潜力。他们推出的“神奇金三角”精品
旅游线路，串起了10多个中国传统古村
落，极受游客欢迎。去年，三地游客数量
突破1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4亿元。

告别无序竞争，
“浙硒莲”华丽绽放

专家观点

三镇交界处成片的莲田三镇交界处成片的莲田（（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兰溪市诸葛镇与龙游县横山镇交界处的风貌标识。 三镇接合部的景观小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五一”期间，
兰溪市诸葛镇八卦村景
区内，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
和游客互动。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 位于建德市大慈岩镇的旅
游路线指引牌。

5 月 3 日，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村民叶阿姨（右一）
在诸葛镇政府公交站等候开往建德大慈岩镇的公交
车。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郑小碧

综观我国经济格局，有一个较普遍
的现象：行政交界区一般而言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地
理位置偏远，主城区辐射带动力

较弱；其二，行政壁垒限制，行
政交界区难以整合资源，产业

发展难以协同。
浙江在城乡风貌样板区

建设中，突出点、线、面协同
推进。基于这样的理念，
杭金衢三地接合部的三个
乡镇实现抱团跨区域协同

发展。这种探索为全省、全国推动乡村
跨区域共同发展提供了经验。

杭金衢三镇联合发展的路子值得
好好走下去。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创
新、进一步有效打通行政壁垒，三镇就能
更好地实现优势叠加，创造更多的发展
机会。期待三地以打造风貌样板区为
契机，实现从“边
缘”到“前沿”的历
史性跨越。

（作者系浙江
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联合发展的路子，值得好好走下去

杭金衢接合部三镇共建浙江首个跨区域城乡风貌样板区杭金衢接合部三镇共建浙江首个跨区域城乡风貌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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