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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千万工程”下一个20年——

萧山瓜沥：源起地 见未来
郑 宸 朱红锋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如何开启下一个如何开启下一个2020年年？？

夏日梅林村夏日梅林村，，白鹭飞过稻田白鹭飞过稻田。。走进美好生活中心走进美好生活中心，，乡村书房内传来阵阵童声朗诵乡村书房内传来阵阵童声朗诵；；在健康智慧小站在健康智慧小站，，前来就诊的村民通过多功能一体机自助挂号前来就诊的村民通过多功能一体机自助挂号，，实现实现““小病慢小病慢

病不出村病不出村”；”；在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梅林展示馆梅林展示馆，，大梅林党建联合体举行党员活动大梅林党建联合体举行党员活动，，重温殷殷嘱托⋯⋯梅林重温殷殷嘱托⋯⋯梅林，，这个沙地平原村这个沙地平原村，，展现出一派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一派生机与活力。。

对于浙江万千乡村而言对于浙江万千乡村而言，，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起点：：20022002年年，，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率先建成集工业厂区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率先建成集工业厂区、、农业园区农业园区、、住宅楼区于一体的住宅楼区于一体的““三区合一三区合一””示范村庄示范村庄，，为浙江为浙江

““建设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建设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提供了范例提供了范例。。随后的随后的20032003年年66月月，，浙江全省启动浙江全省启动““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工程工程，，要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活力要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活力

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2020余年铢积寸累余年铢积寸累、、精彩蝶变精彩蝶变，，持续深化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大幕开启大幕开启。。

今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学习运用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工作的总抓手。。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实施推进了这是实施推进了2020多年的多年的““千万工程千万工程””首次写入一号文件首次写入一号文件。。下一个下一个2020年年，“，“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学什么学什么？？怎么学怎么学？？不妨走进源起地不妨走进源起地，，去探寻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去探寻中国乡村高质量发

展的未来展的未来。。

（本版图片由萧山区瓜沥镇提供）

梅林美好生活中心梅林美好生活中心

内外兼修
和美乡村入画来

最近，浙大城市学院环境设计系的
百名师生来到梅林村，在梅林美好生活
中心，师生们走进乡村书房、无人超市、
健康智慧小站、青少年宫，还参观了“千
万工程”梅林展示馆。参观结束后，不少
师生感慨：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人们向往梅林，究竟在向往什么？
一幅 15 分钟公共服务图，勾起了人

们的想象：在美好生活中心，村民可以享
受到教育、医疗、健身、购物等场景；向北
步行，幼儿园、乡里鲜市、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比邻而居。身在其中，梅林的村民

“足不出户”却与在城市生活无异。
“我们打造未来乡村，服务的主体始

终是村民，只有把民生场景做深做实，才
能让村民过上真正的美好生活。”梅林村
党委书记杨燕江介绍，梅林坚持以人为
本，紧扣“共同富裕+数字乡村+低碳发
展”三个关键，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
群体的服务需求，让村民过上现代化的
美好生活。

未来乡村与数字乡村，在这里上演
着一场“双向奔赴”。

在梅林村数字公交站，乘客可实时
查看天气、车辆到站和公交路线等信息；
扫描“沥小二”二维码，便可快速了解村
庄概况，停车位、公共厕所在哪里，主要
景点、特产有哪些；喜欢运动锻炼的村
民，在家门口的跑道上走一走、跑一跑，
时长、路程以及消耗的卡路里，智能设备
都会自动记录，实时显示在屏幕上。

在智慧健康小站，以往需要进城就
诊、配药的村民，如今只需要在家门口就
可以实现“小病慢病不出村”。“过去来回
乘坐公交车要 3 个小时，现在走路 10 分
钟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在村民李大
叔看来，这是真正落到细节处的便民服

务。服务站相关人员介绍，眼下，梅林村
户籍人口已全部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村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专家远程会诊、
慢性病管理等服务。

在未来乡村，乡村精神面貌更加焕
然一新。

文化是天然的凝聚力。梅林村组建
萨克斯队、排舞队、杨氏太极拳队等各类
社团、群团组织10家，月均在文化驿站举
办各类活动 6 次，打响了重阳节慰问、青
少年农事体验、乡村篮球赛等活动品牌，
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
时，梅林村连续两年开展“最美”评比活
动，“最美邻里”“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
一项项荣誉给村民带来满满的自豪感与
获得感。

面上造高原，点上还要造高峰。当
数字化、便民化服务已经形成规模后，梅
林村着重聚焦“一老”。自2023年8月以
来，梅林村为辖区内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了助餐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送去温暖和关怀。运营至今，已经完成
1.9 万次上门送餐服务，成为梅林村一道
温暖的风景线。不仅如此，梅林村依托
新乡贤力量，成立“贤梅共话”与“孝贤基
金”，为服务“一老”贡献乡贤力量。

产村融合
美丽经济促活力

瓜沥，全域 126.9 平方公里，是萧山
地域面积最大的镇街，下辖 61 个行政村
与 13 个社区，是名副其实的萧山第一
镇。

要想全域富，关键看农村。如何增
强“自我造血”功能，壮大集体经济？梅
林的经验是产村融合，释放美丽经济，变

“流量”为“留量”。
“自 2023 年以来，考察调研、旅游观

光、乡村研学等到梅林参观的团队，呈现
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在杨燕江的一周
工作规划中，接待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在
她看来，一波波游客、考察团的到来，无疑
是“泼天的富贵”，关键是梅林怎么接？

“诗意田园”会告诉你答案。沿着16

公里的慢行步道、景观村庄、生态河岸行
走，美丽公路、美丽河道、美丽池塘组成的

“诗意田园”，步步皆风景。“我们试图‘以
景融文带旅’，让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康
养休闲、观光农业等农创、农文旅新业态
落地梅林。”杨燕江介绍，以美好生活中
心、“诗意田园”等业态为基础，梅林全力
打造观光农业、数字农业，发力农文旅融
合新赛道。

美丽乡村，最终要转化为美丽经
济。今年，梅林村将以农文旅融合发展
为契机，将有梅林特色和辨识度的农产
品作为集体经济的又一增长极，当前梅
林村已经申请注册商标，将百姓家中的
土特产、稻米、菜油等二次加工后进行销
售，带动农民收入。

发展农文旅新业态，产业本底更要
提能增效。

作为工业大镇瓜沥的核心成员，梅
林以党建联建为引领，带动张潭、八里桥
等周边 4 个村，承接融入党山工业园区，
打造大梅林共富联合体。通过“产业+乡
村”模式建设共富示范样板，实现民营企
业与乡村主体的双赢共富。

“以党山工业园区为依托，既解决村
民就业问题，又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在瓜沥镇相关负责人看来，农业发展、公
共设施配套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空
间，两者相辅相成，这条产村融合的新路
子，有效破解了产业提升难题。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3 年，梅林村
集体经济收入总计 766 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63045元。在“美丽田园+”“技术提
升+”“模式创新+”三条主线引领下，乡

村新业态在梅林展现勃勃生机。

看见未来
开启下一个20年

“千万工程”如何开启下一个20年？
4 月，萧山区农业农村局、萧山区深

化“千万工程”推进专班联合举办了一场
以“乡村 TALK”为主题的线下沙龙。就
在这次活动上，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首席专家顾益康，抛出了这一问题。

在萧山，顾益康找到了问题的一种
解法：乡村运营。

事实上，早在 2006 年，浙江就提出
“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
作为全国唯一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
浙江省在乡村振兴的工作体系、推进机制
等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创新实践，为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浙江经验”。

这一次，梅林依旧探路先行。“当万
千美丽乡村、未来乡村相继建成，实现

‘自主造血’功能的可持续运营，是乡村
未来发展源源不断的‘内驱力’。”杨燕江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美丽乡村、未
来乡村是“工艺品”，也是“易碎品”，在未
来乡村之路上遭遇过高峰和低谷的梅
林，更加明白“运营”的理念对于乡村从

“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的重要性。
青年乡创人才培育，是梅林发力“乡

村运营”的点睛之笔。
就在梅林村美好生活中心，有一个

特殊的学院——千万未来乡创学院。这
所学院由大梅林共富联合体强村公司、
蓝城乐居优社联合国内多家大学的乡村
发展机构共同“办学”，集教学、生活空间
于一体，搭配一流的师资、课程，以参、
学、研课程为重要特色，已开发《农村产
业架构》《强村公司组建运营》等 70 余门
乡村发展专业课程。

“我们通过实践教学和在地实训等
长短训结合的形式，向外输出乡村产业
发展组织与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理念，
做乡村创业人才的孵化器。”瓜沥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不久前，千万未来乡创学院“青年乡

创人才训练营”第一期顺利结课，乡村策
划、产业发展、品牌宣发、设计、摄影和人
工智能在内的多个与乡村发展相关领域
课程的开展，让学员们了解乡村产业发
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期课程结业
后，16名学员中有10名表示愿意留在大
梅林，从事乡创工作。

看到年轻人，就看到了未来乡村的
未来。

这股吸引青年乡创人才的“势”，还
在不断扩大。瓜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放大“千万工程”源起地优势，瓜沥将 5
个行政村组团，打造大梅林共富联合
体。融合发展农文旅、产学研项目，吸引
和承接更多的年轻人、农创客进村，打造
数字青年未来村，让参观团从“走进来调
研、考察”到“住下来培训、创业”。自
2023 年 8 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完成 2000
人次培训，实现收益近 20 万元，日均在
村创客青年 10 人，入驻企业营收超 100
万元。

放眼梅林，稻田正绿、苍翠欲滴，白
鹭在稻田间翩跹，一如 20 余年前。“千万
工程”源起地，而今又见未来。

夕照梅林 丁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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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老有所乐

村民在使用健身器材

彩虹映梅林 丁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