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的旧县街道绿意盎然初秋的旧县街道绿意盎然，，走进位于杭州市桐庐县旧县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点走进位于杭州市桐庐县旧县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点，，连片种植的水稻在微风中泛起连片种植的水稻在微风中泛起““绿浪绿浪”，”，沉甸甸的谷沉甸甸的谷

穗展现一派好穗展现一派好““丰丰””景景。。

9090 后后““农二代农二代””吴盛栋正操作着无人机吴盛栋正操作着无人机，，准确无误地将杀虫剂化作准确无误地将杀虫剂化作““细雨细雨””喷洒在每一株水稻上喷洒在每一株水稻上，，1010 分钟的功夫分钟的功夫，，几十亩地便完成了施几十亩地便完成了施

药药。“。“这在以往要这在以往要55个人忙活一整天了个人忙活一整天了。”。”吴盛栋笑着说吴盛栋笑着说。。

吴盛栋是当地的种粮大户吴盛栋是当地的种粮大户。。55年前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离开乡村外出打拼离开乡村外出打拼，，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目睹家乡这几年目睹家乡这几年

的变化的变化，，吴盛栋看到机遇吴盛栋看到机遇，，20212021年回到桐庐旧县街道年回到桐庐旧县街道，，承包起高标准农田承包起高标准农田，，成了一名成了一名““新农人新农人”。”。

吴盛栋是旧县街道众多回乡创业吴盛栋是旧县街道众多回乡创业、、就业人才的一个缩影就业人才的一个缩影。。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人。。以原乡人以原乡人、、归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为代表的各领域人才新乡人为代表的各领域人才，，不断激不断激

发旧县街道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旧县街道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眼下眼下，，桐庐县旧县街道进入建设桐庐县旧县街道进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阶段新阶段。。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一步一景一步一景，，千年古邑探索出一条千年古邑探索出一条““农文旅体农文旅体””融合发展之路融合发展之路，，向世向世

人诉说着它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魅力人诉说着它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魅力。。

推进“农文旅体”融合 做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美丽两篇文章推进“农文旅体”融合 做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美丽两篇文章

桐庐旧县街道：和美乡村引才来
宋立鹏 沈 琳

旧县街道阳殿山上的千亩野生杜鹃花旧县街道阳殿山上的千亩野生杜鹃花

旧县街道鸿儒村乡村体育馆正在举行“村BA”比赛

旧县街道产业融合中心效果图旧县街道产业融合中心效果图旧县街道产业融合中心效果图

母岭村村民正在采摘整理鲜桂花母岭村村民正在采摘整理鲜桂花

有着有着““中国桂花第一村中国桂花第一村””美誉的母岭村美誉的母岭村

游客们正在体验母岭村剧本游活动游客们正在体验母岭村剧本游活动

桐庐县旧县街道集镇全貌桐庐县旧县街道集镇全貌 陈漫陈漫 摄摄

（（本版图片由杭州市桐庐县旧县街道提供本版图片由杭州市桐庐县旧县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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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良田，绿意盈盈。
在旧县街道旧县村官路畈的

高标准农田项目内，游客漫步于
稻田小径，在农田里的趣味打卡
点拍照留念，感受“人在画中游”
的独特乡村风情。

高标准农田“高”在哪？第一要
务是提高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

旧县街道地处山坳处的平原
地带，农田不少。但是过去，地块
破碎，有些是撂荒地，有些是排水
不畅的低洼田。

“以前地块小，不便于机械化
耕作。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原来碎片化的1000多块地合
并为400多块，小田变大田，用大
型机械进行播种、栽苗、除草作
业，粮食产量增加，用工需求却大
大减少。”旧县街道农办主任陈漫
介绍，自 2022 年开始，通过集中
土地整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旧
县街道建成高标准农田1562亩，
项 目 区 水 稻 比 上 年 亩 产 增 加
30%以上，与此同时，通过育秧技
术及水肥监测技术，生产成本降
至124元/亩—164元/亩，综合预
计增收350元/亩。

看到种地也有好“钱景”，吴
盛栋决定不再外出打工，踏踏实
实在家务农。2023 年一年，除去
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单靠种地，
小伙子净赚50多万元。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
农田建设”，如今在旧县街道乡村，
田成方、水成网、路相连、渠相通，
集中连片的优质农田，亦农亦景。

耕地“化零为整”，乡村旅游
红红火火。土地规模化，让种粮
大户收入看涨，越来越多的农民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三产。

据了解，旧县街道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项目在确保粮食安全和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
上，以生态农业为基、田园风光为
韵、村落民宅为形、农耕文化为
魂，打造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和
美乡村。

在高标准农田西南侧，旧县
街道产业融合中心建设已到了最
后收尾阶段。这里未来将涵盖农
产品营销中心、农业博物馆、农事
研学基地、高效农业研究、农技服
务中心等功能。

“通过对农业功能的拓展，我
们植入旅游、研学等功能，成倍放
大农田和农产品价值。”旧县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王国强说，建成后，
乡村旅游产品将更加多元，不仅能
在稻田里打卡农业景观，还能在中
心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买
到当地的土特产。

通过低效用地整治，旧县街
道盘活资源要素。坐拥千亩野生
杜鹃花的阳殿山，抓住用地空间
重塑机遇，开辟出40亩空间用于
农文旅项目开发，迎来文旅企业
洽谈合作；小微企业园完成标准
地打造等前期工作，实现工业功
能区“腾笼换鸟”。

在旧县，可以看到和美乡村
的多种可能。

夯实“耕”基
做活“地”的文章

物之美者，招摇之桂。
漫步在有着“中国桂花第一

村”美誉的桐庐县旧县街道母岭
村，几乎每个角落都种着桂花
树。成片的桂花树含苞待放，村
民们数着日子，等下一波降温，就
可以开始赶着花期“打”桂花了。

“今年我们可不愁销路，‘村长’会
来收。”村民们说。

村民口中的“村长”是他们的
“荣誉村长”李晓军，刚刚上任不
久，同时他还是浙江省政协委员、
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董事长。

“在一次走访中我们发现母
岭村苦于将桂花资源转化成经济
效益。”李晓军一直致力于茶产业
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他说，母
岭村的桂花资源丰富，只有把产
业组织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活起
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母岭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邵双
贤介绍说，把李晓军这样创业有
成的“能人”请过来，就是为了增
强乡村振兴的“造血”功能，依靠
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运营和市
场资源，带动村集体产业增收。

延伸产业链条，凸显品牌效
应。据了解，围绕桂花这一核心
资源，母岭村打造出一系列桂花
衍生品——从香醇的桂花酒到甜
蜜的桂花糖、清新的桂花茶、浓郁
的桂花酱，“母岭香”品牌家族日
益壮大，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上

百万元收入。
未来，“荣誉村长”还要和母

岭村合作，在此打造桐庐母岭桂
花交易中心。根据母岭村与艺福
堂达成的合作协议，艺福堂承诺
以略高于市场采购价的价格全面
收购村里的新鲜桂花，由企业提
供技术，双方合作开发桂花茶系
列产品，并与浙江工商大学携手，
通过直播等新兴方式推广桂花产
品，桂花产品的品牌价值将更上
层楼。

在旧县街道，不只有以桂花
产业为主的母岭村。通过坚持基
层党建和新时代“千万工程”一体
推进，辖区内基本实现“一村一
品”：西武山村发展物业经济，合
岭村发展民宿经济，鸿儒村发展
体育经济，旧县村发展农旅观光
产业园⋯⋯

近年来，旧县街道充分挖掘
和盘活特色产业及文化资源，出
台一系列产业促进政策，不断壮
大各类乡村产业规模，助农增收
致富。

“这些产业项目不仅为当地
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还吸引
更多人才回流乡村，有力推动农
村经济的发展。”旧县街道办事处
主任王森强介绍，为了鼓励返乡
人员创业就业，街道为返乡人员
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培训等
支持，同时，加强村企合作，引导
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乡
村振兴，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
的活力。

延长“链”路
做大“产”的文章

乡村招才引“智”难，如何破除
这个瓶颈？旧县街道探索出一条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
求所为”的引才之路。

前不久，2024 年杭州市老年人
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旧县街道鸿儒村
的乡村体育馆里拉开帷幕，来自杭
州市各区县的 24 支气排球队伍在
此激烈角逐。而令村民们没想到的
是，赛事之外，当地的民宿订单一个
接一个，农副产品也被抢购一空。
参赛选手“白天比赛、晚上度假”，带
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这件事办
对了！”说起村里去年新建的乡村体
育馆，旧县街道鸿儒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柏金难掩喜悦之情。
仅仅半年的时间，这个可开展乒乓
球、气排球、篮球等多个体育项目的
场馆就给村里带来了近 20 万元的
纯利润。

“体育赛事+文旅”的模式之所
以能在旧县落地生根，源于通过党
建联建，街道与浙江省全民健身中
心及市、县老年协会开展合作，引入

“外脑”资源，提供赛务服务、技术咨
询、人才培养等服务，带动国家及省
市县级体育赛事到旧县举办。与此
同时，通过鸿儒集市、向往的集市，
促进农业、手工艺品、特色小吃等多
产业协同发展，拓宽销售渠道，用体
育赋能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乡村体育馆已举办
各级体育赛事、培训等活动 13 场。
旧县街道通过赛事引流 5000 余人
次，预计消费收入超过160万元。

不 求 所 有 ，用 好 人 才 才 是 关
键。除了与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党
建联建，旧县街道还与杭州话剧艺
术中心合作成立“诗画原乡”文艺共
富站，为浙江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刘莲花设立工作室，与浙江工商大
学杭州商学院深化校地合作，拓宽

引才渠道，助力精神共富。
“高校来的乡村文旅指导员把

村里的历史典故改编成‘追忆皇刨
井’剧本游活动，给乡村游增添文化
韵味。”邵双贤介绍，浙江工商大学杭
州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苏扬一
来，就给当地送了一个文化“大礼
包”。通过剧本游的形式，串联起村
内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文化阵地和
景点，推广和发扬母岭村桂花非遗和
传说故事，激发出村庄的文化活力。

以民宿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合岭
村，请来专业的民宿运营经理人，给
民宿引流出谋划策，打造农事体验、
文化雅集、趣味运动等丰富的游客
深度体验。今年以来，合岭村共接
待游客达 28 万人次，实现民宿产业
营收3000余万元。

乡村技能人才，在旧县也有广
阔天地。辖区内有 30 多家机械制
造类企业，最近，旧县街道每年一度
的叉车技能大比武活动激情开赛，
共有 20 余人参加比赛。“既为企业
高技能人才提供了技能展示的机
会，更为广大叉车司机搭建了互相
学习、切磋技艺、经验交流、技术比
武的平台。”旧县街道城建和经发办
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引才模式，村村奏响致富
曲。截至目前，旧县街道所有村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均达到 80 万元、经
营性收入达到 50 万元，全面实现

“8050”目标。
“千万工程”历久弥新，不变的

是“以人为本、发展为民”。旧县街道
党工委书记宋立鹏表示，将完善“选
管用”全链条，建强“旧是先锋”生力
军；聚焦“引育创”全方位，建强“共富
同行”人才营；联结“商贤新”全组织，
建强“和美旧县”智囊团。为桐庐县
努力打造杭州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增
长极、全域高品质美丽标杆示范地贡
献旧县力量。

招才引“智”
做实“富”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