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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为基
激发固本强农新优势
今年汛期已至，建德市大洋镇农村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以下简称整治工程）
也已进入尾声，从空中俯瞰，完成堤岸硬
化、水文化节点打造、生态绿道铺设等项
目施工的大溪与两岸美丽乡村无缝衔
接。

望着已经完成整治的大溪柳村段，
柳村村党总支书记胡国良感慨颇多，多
年来，柳村人对家门口的河道一直呵护
有加。比如在 2022 年，柳村就与其相邻
的兰溪市柏社乡签订了致力于推动上游
兰溪大夏口水库至下游大溪柳村段河道

两岸环境提升的《大溪流域共治合作协
议》，多年来，双方协同推进流域共治、美
丽河湖、生态共享等专项活动。“这次的
工程项目虽说是以防洪为主，但整治后
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更惬意的生活。”胡国
良说，每当夜幕降临，沿着河岸绿道走一
走已经成为柳村村民的日常。

通过释放水生态、景观效应改善人居
环境，仅仅只是建德市以农村环境整治为
抓手，助力共同富裕的落脚点之一。“大洋
镇是建德农业特色型美丽城镇，整治工程
涉及大洋镇9个行政村，打通了范围内的
4条流域，进一步提升大溪的农业水资源
综合利用功能，助力打造‘红耕大洋’区域
品牌，并且在整治过程中，大洋镇纪委对
工程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全力护航各项
整治任务落地见效。”据大洋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蜿蜒的大溪流经柳村和周边村落
的345亩有机蔬菜基地，解决了蔬菜基地
四季用水问题。

对标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打造
“幸福宜居、文旅共富”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德标杆五年行动计划，笔者在
大溪沿岸也看到了建德乡村在推进农作
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

据建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建德市每年实施“综合种养”和

“兴林富民”两个万亩行动，大力发展稻
鱼、稻鸭以及林畜、林药等多元化农业经
济。不久前，大洋镇三河片区千亩综合种
养基地800亩稻虾共养项目正式投产。

人才为笔
描绘全域共富新图景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

引下，建德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美
丽经济正在加速。未来五年，建德市计
划以沿“三江两岸”“一廊十线”为纽带，
将休闲体验、果蔬采摘、精品民宿、帐篷
露营等乡村精品休闲点串联成线，推动
和美乡村串珠成链、连线成景。

全域共富的图景已然清晰，“一二三
产纵向融合，农文旅横向打通”的精彩画
面由谁来执笔绘就？

事实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蓬勃的
发展前景重新定义了乡村的价值，“人
才”成为关键词。今年，以“乡村梦想家”
行动为指引，建德市寿昌镇山峰四季果
蔬共富工坊推出了“乡村梦想家——我
在十里寿昌江有块地”招募行动，通过镇
党委政府多维推介、乡贤多方牵线，3月，
山峰四季果蔬共富工坊成功招引了“乡
村梦想家”团队——垄亩（上饶）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入驻投资。

“乡村梦想家团队引进由中国台湾农
业科技研究院培育的蓝蜜西梅、香水红
柚、脆蜜金桔 3 种果树种苗进行试种，平
均亩产 1000 斤以上，亩均产值超 5 万
元。与原有蔬果种植相比，亩均产出可提
高 33%以上，经济效益大大提升。”寿昌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四季果蔬共富

工坊已种植草莓、小番茄、阳光玫瑰葡萄
等20多种果蔬，新品种试种成功后，寿昌
镇将联动乡村梦想家团队，加速推动水果
新品种的培育和生产，打造市级草莓种苗
繁育和研发中心、农业采摘基地，串联“十
里寿昌江”滨水露营基地、乡村咖啡馆等
场景，形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带。

推进乡村梦想家行动只是建德市打
响“建德农创客”品牌的抓手之一。随着
建德市深入推进实施农创客培育三年行
动和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越来越多
的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走进乡村创业
创新，构建乡村人才谱系。

服务为本
享受和美乡村新生活
助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富了

口袋；打造和美乡村，优享服务
必不可少。更有归属感、舒
适感和未来感的和美乡村
如何打造？

建德市大同镇，是
全国首批、全省唯一
的“五好两宜”和美
乡村试点项目落地
区 域 。 据 悉 ，自
2023 年 7 月试点项
目落地以来，大同镇
重点围绕“规划好、
建设好、环境好、经营
好、乡风好、宜居宜业”的
目标，贯彻落实“千万工程”，
以“一核两带五心十点”为总体布
局，加快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从“美丽乡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统筹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同样是关键。

“和不少乡村一样，大同镇呈现‘农业
人口多、行政村多、老幼占比多’的特点，
是一个养老育幼公共服务质量迫切需要
提升的山区镇。”大同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项目过
程中，大同镇聚焦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家
庭托育养老难点痛点，统筹联动全镇资
源，致力打造“老有颐养、幼有善育、幸福

同堂”的宜居宜业美好乡村生活。
例如，为降低老人生活成本、提升老

人生活质量，大同镇着力推广“日月模
式”，推进“幸福方桌”提质扩面，以财政助
力老年食堂运营，促进全镇居家养老服务
持续下沉推进。据悉，截至目前，大同镇
已建成老年食堂 13 家、助餐点 23 个，节
省建设成本126万元、运营成本63万元。

另外，大同镇以文化礼堂为主阵地，
有机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农家
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以“空间微改造、
功能小调整”方式，打造“大同小艺”文化
乡集综合体。以此为范本，建德今年计
划打造文化乡集综合体 40 个，让基层文
化阵地串联成网，将优质的文化服务辐
射至全市229个行政村。

下一步，建德市将继续践行强村富民
和新时代“千万工程”事业，在争

创全国首批“五好两宜”和
美乡村示范、全省和美

乡村示范县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先行市过

程 中 ，奋 力 打 造
“幸福宜居、文旅

共富”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
建德标杆。

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德：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
方 健 陈 佳 李 静 叶伟祥

“千万工程”再出发，新时代和

美乡村该驶向何处？

2024 年，杭州建德市提出奋力

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建德标

杆”目标，以更高站位确保粮食安

全，以更大力度促进产业兴旺，以更

高标准打造和美乡村⋯⋯高标准深

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建德对自身

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打造“幸福宜居、文旅共

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德标

杆五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千年后

再宿建德江，生态底色与人文底蕴

依旧，迎面而来的还有那份追求共

同富裕的澎湃动力。

乡村，可以为你圆梦

“千万工程”的前半篇，从环境入
手。因此，现在的浙江乡村美不胜收，位
于建德梅城镇的千鹤村也不例外。清晨
时分，临江绿道上的行人，会被漫江白雾
迷了眼；初夏时节，老樟树下巨大的树
荫，挡住了烈日却挡不住树下人们闲聊
的兴致。

但对于“千万工程”后半篇来说，从美
丽乡村到美丽经济，还需要人才的加入。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郑秀珍，就
是个典型。3月，她带着运营团队入驻梅

城镇千鹤村，担任该村的乡村梦想家运
营团队负责人。一个季度刚过，她已经
带着团队以景观设计理念，改造了运营
场馆；以乡村运营理念，办起了艺术研
学；已累计接待各类研学团队和参观考
察团队50余批次。

在郑秀珍的理解里，她认为艺术可
以赋能乡村更美，也能成为乡村产业的
动力之源。“艺术乡建的根本目的是绘就
乡村时代之美，开展的活动、采取的方式
要和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结合起来。所
以在乡村运营中，我们主要在审美韵味、
文化品味上做文章，提升研学品质，打造
更多精品，带动村民共富。”

乡村圆梦的路上，不只有郑秀珍。
今年年初，建德与 16 个整村运营团队签
约，分别入驻建德16个乡镇街道，投资总
金额达20多亿元。

梅城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正
在多方努力，为年轻人来乡创业提供更
多的平台和服务，助他们圆梦。”据悉，
2023 年底，梅城镇已向社会公布首批
150个共享工位，供青年创业初期使用。

此外，梅城镇还以艺术乡建为题，鼓
励更多文艺家、“文艺两新”人才将工作
室开到乡村，构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长效机制，培养一批本土艺术乡建带头
人，形成一支生机勃勃的乡土人才生力
军，不断提升乡村自身造血能力，让艺术
乡建描绘出绚丽多彩的乡村梦想。

村产，可以成为流量

在现代乡村，美丽经济不仅仅只是

“周末经济”“假期经济”，而是要让其形
成强大的内生动力。以“文旅+音乐”为
媒，扩大千年古府文化IP影响力，是梅城
镇正在摸索的产业路径。

“国外有很多成功的音乐节案例，都
有结合地方特色，比如说在农场、在古堡
里。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享受地方魅
力。”梅城镇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梅城镇
同样如此，这里是严州古府的所在地，经
过几年的美丽城镇建设，保留、再现了千
年古府的城市肌理，“我们也想借音乐
节、音乐会这类高人气活动，丰富全镇全
域文旅融合的产品，吸引人气，扩大文化
IP影响力。”

梅城镇打出的这张流量牌，收效颇
丰，为游客打开了一扇了解严州、认识宋
韵文化的全新窗口。

自 2023 年 5 月 20 日首场音乐节隅
田川音乐节成功举办后，截至目前，梅城
镇已成功举办严州古城音乐会、大美浙
江音乐节17℃新安江严州古城站等系列
音乐盛会。音乐风格多元，覆盖流行、摇
滚、民谣、爵士等，精准瞄准不同群体的
兴趣喜好。

以 4 月刚落幕的大美浙江音乐节
17℃新安江严州古城站为例，当日到场乐
迷超1万人，直接带动消费近3000万元，
并间接引流带动建德及周边餐饮、住宿、

旅游、购物、交通等消费超过6000万元。
不止于音乐节本身，梅城镇还在严

州古城景区范围内，将音乐引擎嵌入至
更多沉浸式文旅项目中。例如在文旅共
富集市、严州宋韵水上婚礼、街区宋韵民
俗演绎等环节，加入现场乐队演出、传统
古乐伴奏等细节，让音乐元素更好地与
千年古府相融合。

此外，梅城镇目前已通过招商引资，
招引专业音乐文化项目、传媒项目，双方
将携手打造年轻人与音乐、文化与城市
碰撞融合的文旅新符号，进一步焕新文
旅资源，促进宋韵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
索新的文旅价值模式。

村民，可以有技傍身

如果说“文旅+音乐”的产业融合，让
严州古城有了人气。那么，如何让人气

转化成为群众、村集体经济致富的法宝？
对此，建德以地方美食为切入，梳理

了“建德味道”等 10 条亿元级产业链，推
进建设了百个劳务支出百万级的共富工
坊。梅城镇“千鹤一线红”共富产业园就
是其中之一。

端午节虽然已经过去，但由“千鹤嫂”
包的乌米粽，依然卖得热火朝天。“我们现
在有18种不同口味的粽子，最热门的还是
乌米粽、灰汤粽。”“粽子工坊”创始人黄文
娟是千鹤村女性创业代表，今年以来，她
已带领15名村民卖出了超10万个粽子，
销售额近20万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千鹤红乡村发展公司董事长蒋建平
介绍说：“产业园依托于乡村的产业平
台，核心目标是既要让村民能在家门口
就业，更要让他们学习技能，鼓励他们参
与到自主创业的队伍中来。”

对此，“千鹤一线红”共富产业园以
“小吃技能培训共富工坊”建设为纽带，常
年免费开设豆腐包、严州烤饼等小吃制作
培训班，不少“学员”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
在家门口的院子里也开起了小吃店。

为了让产业园健康发展，梅城镇纪
委还牵头打造了清廉村居路线，将千鹤
村的好家风、好家训与每一道小吃联系
在一起，让游客在品尝民间美味小吃的
同时，了解梅城“风清气正”的文化底蕴。

钱袋子鼓起来的同时，乡村内可提
供的公共服务也在提档升级。2023年以
来，梅城镇已在全域实施“幸福方桌”爱
心助餐提质扩面工作，通过“老年食堂+
集中助餐点+配送入户”的多层次助餐服
务体系和“镇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
乡贤能人”的多领域助餐服务队伍，用一
顿热乎饭让老年人吃出幸福味。

此外，梅城镇还建成建德首个试点运
行的乡村区域医疗中心，让偏远的洋尾片
山区村民可以“小病不出村”，并能享受针
灸、拔罐、理疗等中医保健服务。今年南
峰片乡村区域医疗中心也将建成运行。

当乡村有了更美底色，还做起了产
业兴旺的大文章，创造了群众就业、百姓
增收的新希望，何不就是“千万工程”的
新篇章？

（图片由建德市梅城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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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之口，千年古府，诗画村庄。亘古流传的《宿建德江》，有了新时代

的现代化表达。

2003年，浙江起笔描绘了“千万工程”的蓝图。20年间，浙江用时间将

蓝图变成实景，为乡村留住美景，2024年，浙江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有了

新的目标和抓手，即“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

新征程已再次起航。作为浙江美丽城镇、千年古城复兴的代表，杭州建

德梅城镇已然开始思考：“千万工程”的新篇章里，如何才能让乡村振兴的动

力更强、城乡融合的速度更快，产业兴旺的基础更实？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探索已经藏在了这座千年古府复兴未来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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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镇“幸福方桌”爱心助餐

余晖照耀下的严州古城

寿昌镇山峰四季果蔬共富工坊航拍图
寿昌镇供图

▼

游客在山峰四
季果蔬共富工坊采摘
小番茄 寿昌镇供图

乡村梦想家童学原创音乐工作室
寿昌镇供图

大同镇和美乡村 大同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