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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现“顶流”
以高水平赛事和活动赋能文旅

走进新港村，一条美丽的康红新港
穿村而过，平坦宽阔的道路、干净整洁的
庭院、整齐划一的房屋，但这只是“基础
分”；杭州市首片田野 11 人标准人工草
皮足球场，还有2个标准篮球场、2000平
方米的波浪道等体育设施，这是“附加
分”。

冯赫宣是北京大学橄榄球队队员，
此前从未来过良渚。6月，他来新港村参
加全国触式橄榄球分区赛杭州站，一下
车就备感新奇。“我没想到一个普通乡村
能有如此多的体育设施，还可以承接国
家级的比赛。场地好，风景好，心情也
好。”

新港村地处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缓
冲区，全村区域面积 3.5 平方公里。十几
年前，这里还是经济薄弱村。正是“体
育+”的赋能，让新港村迎来“新生”。“发
展体育产业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推进共同富裕，也点燃了村民参与全
民健身的热情。”新港村党委书记何建国
介绍。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在全国触式橄
榄球分区赛杭州站开赛的同时，第二届
良渚街道乡村运动会也在新港村举办，
吸引超 2000 名来自良渚乡村各行各业
的运动员参加，参赛队伍也从 2023 年的
30支扩展到45支。

为了办好赛事，良渚还探索“央企+
乡贤”共同赞助的新模式。本届乡村运
动会，就是由在良渚注册的央企中建三
局浙江分公司和良渚乡贤朱农浩联合出
资赞助，激活了央企和乡贤等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在良渚街道相关负责人看来，乡村

运动会和国家级赛事联动，可以形成一
种张力，吸引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来
到良渚，在美丽乡村中享受独特的运动
乐趣。

除赛事外，花事也是良渚乡村成为
“顶流”的底气。

良渚努力讲好美丽乡村故事，将
“赏花经济”作为重要发力点，以花引
流，以花为媒，全方位拓展并丰富旅游
体验，实现从观赏式旅游到体验式旅游
的转变。

在石桥村直塘港举办的“2024 良渚
田园花会”上，既有美不胜收的花海，还
有花海秋千等活动，以及海棠糕等特色
美食供游客享用。“这里好看又好玩，算
是带孩子来对地方了。”专程驱车赶来的
游客陈先生一家玩得不亦乐乎。

距离石桥村不远的杭州良渚文化艺
术中心，俗称“大屋顶”，主体建筑由国际
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旁边的樱花林
与建筑、水面景观相映照，每年都是杭州
市民赏樱打卡地。配合着各类文艺活
动，“樱花季”多彩且丰富。

花事还吸引了高校学子。今年春
天，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近 80 名
师生专程来到港南村，选择合适的墙面，
创作了一幅幅浪漫的良渚“春日画卷”。

随着人流的不断涌入，良渚乡村的
热度日益见长，跃升“顶流”。

破解“难题”
平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乡村“顶流”不会凭空产生，背后是
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的先行先试。

五千多年前，在富饶的水乡中，良渚
先民建起一座三城九门的“超级大都
市”；五千多年后，适逢杭州城市重要新
中心建设，良渚聚力打造杭州城北新中
心。

对新中心来说，城乡统筹发展是基
本要求。然而，良渚街道北部安溪、杜
城、新港、港南、纤石、石桥、荀山、良渚八
个乡村，大部分区域地处良渚遗址保护
区。

如何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千万工程”建设的成功经验启
示良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找到适合解决自身矛盾特殊
性的“最优解”。

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
是缘于“三保”政策，良渚北部八村得以
保留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和珍贵遗址景
点。再加上，东苕溪穿境而过，北部山体
连绵，南部水网密布，使良渚有了发展农
文旅融合的天然基础。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良渚坚持“聚全
域集约发展，分组团精细治理”战略，初
步搭建“北富美、南创新、中提升”的三块
拼图。其中，面临“文保、农保”等约束的
北部，通过一二三产联动，促进农文旅资
源向经济红利转化。

在“保护第一”的基础上，良渚对北
片八村统一规划土地、整合旅游资源。
一方面，汇聚北片八村的资源，合力打造
良渚遗址未来乡村公园；另一方面，推动
北片八村联合余杭区国有企业出资成立
杭州良渚未来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旅游资源的整体运营。

在良渚街道，类似 2024 良渚田园花
会、2024 良渚春耕大会等活动，均由杭
州良渚未来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与属地
单位联合承办。目前，良渚街道已成功
创建浙江省5A级景区街道，未来将不断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用好良渚文化这一

“超级IP”，让更多的人走进良渚。
与此同时，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已成

大势。2023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二部
委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体育是乡村发
展的重要内容，要分阶段推进体育助力

乡村振兴。
后亚运时代，杭州持续放大亚运综

合效应，加快打造国际“赛”“会”之城。
良渚乘势而上，把“体育+”作为催化剂，
着力盘活乡村“沉睡”资源。例如，石桥
村与杭州九月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创
建青少年射箭训练基地，带动村民参与
乡村体育旅游事业，让村民在家门口既
就业又增收，实现“1+1>2”。

目前，良渚北部乡村已经初步形成
一个颇具规模的体育集群，通过打造乡
村特色户外运动场景，吸引消费者打卡，
把“流量”转化为“留量”，为乡村全面振
兴探索新路径。

搭上“快车”
借力大走廊建设加速乡村振兴

新时期，浙江推动“千万工程”实践
再深化再提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良渚，作为一个超级街道，辖区面积
超 110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近 60 万。在
余杭 12 个镇街中，良渚开发边界内用地
规模占该区比重超1/5，人口规模超1/4。
要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
进展、阶段性成果，需要更多推动力。

2022 年底，余杭首提“良渚文化大
走廊”构想，良渚成为核心组成部分。
2023 年初，“谋划打造良渚文化大走廊”
相继被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杭州
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大走廊建设上
升为“省市举措”。

依托良渚文化大走廊，良渚谋划文
化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新赛道，推动高端
要素、国际化要素集聚，发展“文化+”产
业，形成文化创新产业生态圈，特别是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切实缩小地区、城
乡发展差距。

先天的条件固然重要，后天的努力

也不可或缺。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农
业农村领域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因
此，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新质生产
力的全面赋能。

作为浙江省劳动模范，杭州良渚麟
海蔬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林海带领社
员把传统农场转变为科技型、数字化管
理、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场。近年来，他
每年带动 360 余户菜农通过统一质量管
理、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实现增收，累计
帮助农户销售无公害蔬菜 13400 余吨，
销售额达 7200 余万元，以实际行动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

4 月 2 日，在良渚街道总工会的牵
线搭桥下，杭州良渚麟海蔬果专业合作
社与杭州玉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北草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劳
模工匠助力农企互助与技术创新战略
合作协议”。何林海说：“三方将在种植
技术提升、农业品牌培育、销售渠道扩
展等领域展开合作，希望助推良渚迈向
一个更加繁荣、充满活力的现代农业新
时代。”

这是良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缩影。

在科技创新创业、农业转型升级、产
业低碳转型，以及改革求变和创新体制
机制等方面，良渚持续深入挖掘更多潜
在的可能性和机遇，推动农文旅体融合
发展，努力将乡村打造成为产业兴旺、美
丽宜居、文化繁荣的乐土。

为了继续推进新时代“千万工程”的
深化和现代版，就在 6 月，良渚街道组团
考察“千万工程”的源起地瓜沥镇梅林
村。

在深切感受当地的精彩蝶变后，良
渚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要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
刻理解“千万工程”对新时代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启示，并以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体验感和幸福感为落脚点，积
极探索具有良渚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
道路。

把 握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时 ”与
“ 势 ”，良 渚 加 快 奔 向 更 美 好 的 未 来 。
接下来，五千年中国看良渚，看的不仅
是良渚文化，还有徐徐展开的共同富
裕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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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和美共富”的未来乡村新图景

良渚：在文明圣地遇见“诗和远方”
胡金 金良瓶

今年以来，杭州城北的良渚乡村，人流大、人气旺，有着“顶流”潜质。

6 月，2024 年全国触式橄榄球分区赛杭州站比赛与良渚乡村运动会“联姻”开赛，数百名高校学子赴新港村参加一场“村运会”；5 月，新西兰第三

大橄榄球协会组织来到村里参观交流。

再往前，为期九天的2024良渚春耕大会，近万人通过文化体验、旅游观光、农事互动等形式体验良渚的春趣、春韵、春游；2024良渚田园花会，三

万余人涌入石桥村直塘港的近300亩油菜花田，感受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对良渚来说，乡村“顶流”如何能够“长虹”？

浙江在深入践行“千万工程”上努力打头阵当先锋作示范。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因地制宜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描绘“和美共富”的未来乡村新图景，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乡村良渚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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