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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乡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随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走深走实，浙江成功开辟了一条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协同并进的乡村振兴之路。面向未来，全面打造“城乡协调发

展引领区”成为新风向。

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省“十项重大工程”之一。2023年底，杭州市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实施方案》。素有“中国最美县城”之称的桐庐县榜上有名，迈向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车道”，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一幅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和美城乡画卷，正徐徐展开。

一幅和美城乡画卷在桐庐徐徐展开

桐庐民宿产业
集群化发展

积淀——
重塑乡村空间价值

乡村，正就地过上现代生活。
走进桐庐梅蓉村，咖啡香裹着花香，

吹遍田野。这些年，在宏逸咖啡馆的带
动下，当地村民的创业动力被激活。现
如今，咖啡馆周边有了更多业态，吉木丘
林手作农场、静曼营地、冰雪容黄精产业
园、梅蓉忆茶馆、亲子微乐园等农文旅项
目相继落地，村民看到了乡村涌动着的
希望。

新业态的落地，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了新动能。而城乡产业、人口、人
居、文化等要素的交织融合，正是城乡协
调发展的基本特征。要下好城乡协调发
展“一盘棋”，关键在于加强乡镇的承载
能力。

高品质的宜居质量。桐庐乡村的
诗画之美，源于规划先行。作为浙江最
早的全域旅游专项改革试点县之一，桐
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特色村为节
点、中心村为核心、景观带为轴线，以

“大景区”理念规划县域空间，以全域美
丽推动乡村组团发展，按照特色定位，
重点建设“富春山居黄金左岸”、江南古
村落、富春江慢生活体验区、两山农旅
融合、西部宜居宜业、仙境瑶琳等六大
区块，打造了一批“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美丽乡村。

便捷的基础设施。浙江省美丽公路
是“四好农村路”的提档升级工程。S210
桐义线桐庐段作为桐庐首条“美丽公
路”，连接着富春江乡村慢生活区与白云
源景区、严子陵钓台及马岭风景度假区，
是桐庐发展经济和文旅的主要运输动
脉。近年来，桐庐逐步完善沿线基础和
特色交通设施，整合沿线文旅资源，为游
客体验全域景区的大美风貌提供多样化
的出行方式。

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保障。今年以
来，桐庐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
程，加快完善“15 分钟公共服务圈”。教
育方面，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托育服
务,深化跨区域教共体建设，持续缩小城
乡区域基础教育差距；医疗方面，深化县
域医共体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推动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实施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困
难群众医疗费用综合保障率达到 83%；
养老方面，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

联合体乡镇(街道)覆盖率达70%，持续推
进老年食堂建设，老年助餐村(社区)覆盖
率达75%⋯⋯

多年来，桐庐持续深化“千万工程”，
撬动了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乡镇不断
提升的承载能力，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
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活力——
做强特色富民产业

城乡经济循环正日益畅通。
乡村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发展，是城

乡走向一体化的集中体现。乡土特色产
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活水”动力。“桐庐
民宿”“桐庐味道”“桐庐旅游”被称作桐
庐三大富民产业。

今年 6 月，“桐庐味道”再次风靡杭
城。“已经买过好多次了，我们家老人小
孩都特别喜欢吃这个面⋯⋯”最近，市民
宋阿姨走进杭州盒马鲜生超市，把 3 包
袋装的新合索面放入购物车。

自今年 3 月上架以来，新合索面在
杭城“很吃香“，日均销售量保持在 300
份以上。依托与生超的战略合作，新合
乡还开出首家新合索面共富面馆，并招
引落地新裕盒食品工厂，为新合索面走
向大商超搭建了稳固的渠道化销路。

另一边，在桐庐新合乡的索面非遗
工坊，每月带动索面销售近 3 万斤，为全
乡索面制作户平均增收 2.8 万余元。同
时，通过新合索面制作工艺与山乡红色
景点的联动，新合乡红色研学、红色山乡
节等文旅项目持续升温，每年吸引乡村
旅游近万人次。

目前，“桐庐味道”作为桐庐区域公
共品牌，已开设 5 家线下旗舰店、体验
馆，全年品牌销售额达 2 亿元。此外，桐
庐还深挖“土特产”资源价值，加快推进

“蜂茶果药”链群式发展。去年以来，“蜂
茶果药”总产值超70亿元。

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之风也吹向了
旅游业。眼下，“县域旅游”成为一大热

词。今年“五一”小长假，作为“长三角最
佳短途旅居目的地”的桐庐，旅游接待总
人 数 102.89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增 长
64%。

“旅游热”的背后，实则是桐庐旅游
品质的不断“升级”。比如，招大引强。
桐庐落地了华策影视基地、瑶琳·开元森
泊旅游度假区、小源溪山水运动公园等
一批高能级文旅项目，投资总额超百亿
元。

盘活焕新。推进“诗路文化 三江两
岸”世界级文化旅游带建设，国有景区严
子陵钓台植入“还有富春山”行进式演
绎，以元宇宙科技理念打造全新瑶琳仙
境光影；做好“旅游+”文章，如打造特色
市集、街头演艺、游船夜游等消费场景，
举办大奇山音乐节、桐庐山水艺术季等
品牌文旅活动。

乘势而上。后亚运时代，桐庐围绕
场馆综合利用和马产业发展开展了一系
列探索。除落地总投资约 20 亿元的桐
庐开元森泊旅游度假区项目外，桐庐秉
持马术场馆景区化的发展理念，力争将
马术中心培育成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

过去一年，桐庐新招引文旅体项目
16 个。文旅产业的兴盛，进一步催生了
民宿产业的壮大。比如，在富春江（芦
茨）慢生活体验区，200 余家民宿年营收
均超过 30 万元，部分中高端民宿年营收
达150万元以上。

近些年，桐庐的民宿业一直在追
“新”：富春江镇芦茨村的山野风物市集、
石舍村的茶会、青龙坞的话剧表演，
均展现了民宿向多业态延伸的
发展趋向。今年，桐庐还将持
续举办民宿招商大会，为桐
庐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随着当地民宿进
一步做大规模、做大流量、
做大市场，桐庐计划在今年
引育品牌民宿30家以上，打
造民宿集聚示范村4个。

求新——
一场城与乡的双向奔赴

乡村，正在发生更多新的可能。
当下，以人为主导的各类要素正在

向乡村流动集聚，推动新时代的乡村振
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同频共振”。

为何会出现人才“回流”？现在的乡
村正吸引越来越多心怀“诗和远方”的青
年人。今年初，桐庐富春江镇茆坪村举
行了一场以“乡人共创”为主题的富春慢
谷·茆坪十二时辰招商启动大会。

以此为契机，茆坪村通过搭建创业
创新平台，挖掘在地文

化 ，引 入“ 乡 人 共
创”计划，凝聚原

乡人、新乡人、
归乡人“三乡
人 ”力 量 ，吸
引更多投资
者和创业者
前 来 打 造 沉
浸 式 的 乡 村

慢生活场景式
街区，探索乡村

共 富 新 模 式 。 足
以见得，桐庐乡村对
于人才的渴望。同
时，引育人才对加快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以城带乡，全方位探索城乡联动、互促
共进的建设机制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
作用。

2023年，桐庐创新推出村书记择优
纳编、农村职业经理人选聘等机制，新
增省级乡村工匠 5 人、精英农创客 330
人。同年，桐庐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
至1.57，下降0.03，降幅为杭州市第二。

招才引智，赋能发展。桐庐深化科
技特派员、第一书记和农村工作指导员

制度，每年省市县联动选派科技特派员
14 人次以上，实现乡镇科技特派员全覆
盖；做强农技专家队伍，外聘主导产业的
领军专家，发挥“一产业一团队一首席”
机制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
动能。

桐庐还出台了《桐庐县农村职业经
理培育方案》，竞争性遴选 8 名职业经理
人投身大路村、梅蓉村等 8 个试点村，推
动形成“一村庄一经理一方案”工作体
系。

引凤归巢，共谋发展。桐庐持续深
化“两进两回”行动，开展“五路人才促振
兴奔共富”活动，成立桐庐县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联盟、农创客联盟，吸引新时代乡
贤返乡下乡投资兴业、建设家乡。

促农助农，携手“奔富”。桐庐持续
深化“乡贤助力‘扩中’‘提低’”全省试
点，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订单
式、套餐制等新型农民职业培训，做强

“桐掌柜”“桐三娘”等农民素质培训特色
品牌；畅通技能型人才“加薪通道”“认证
通道”和“晋升通道”，提升农村居民就业
水平；以低收入农民增收为重点，开发乡
村公益性岗位，丰富农民就近就业机
会。2023 年，桐庐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823 元，同比增长 6.6%，其中，低收入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38 元，同比增
长13%，增幅为杭州市第一。

引育“新农人”，成为“兴农人”。近
年来，桐庐坚持做优“外来人”“返乡人”
等“新农人”的招引培育工作，并探索建
设“数字游民社区”，组建农村创业导师
队伍，以引育更多优秀农创客。

又一利好消息是，近期，桐庐将举办
新农人“双招双引”大会。届时，将发布

《桐庐县乡村人才振兴先行县培育方案》，
并与部分高校签订人才合作协议，为桐庐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竭的人才动力。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一个共同的
目标：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吉木丘林手作农场里的年轻人

桐庐深澳古村非遗舞狮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