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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靠风刮”到“处处开莲花”

桐庐环溪村：生态富村喜蝶变
□本报记者 李军

小桥、流水、古树、清莲……环溪村之美，

远近闻名。

7月31日，天朗气清。记者走进桐庐县江

南镇环溪村，数百亩荷花夹道相迎。荷塘旁，

房舍俨然，村道整洁，溪流清澈，好一幅秀丽的

江南夏日村景图。

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环溪村由此得名。

近些年来，该村在“两山”理念指引下，坚持绿

色建村、生态富村，努力建设宜居幸福美丽家

园，走出了一条建设美丽乡村的成功之路，先

后获得“国际休闲乡村示范点”“全国美丽乡村

示范村”“浙江最美村庄”等美誉，成为我省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鲜活样板，生动地印证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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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脏乱差”——
村庄“颜值”提档升级

“别看我们村庄现在这么美，在 10多年

前，却是另一副模样。河道黑臭、垃圾随地，又

脏又乱又差，村民们估计做梦都想不到，今天

能在花园一样的环境中生活。”在环溪村村委

会办公室，村委会主任周忠莲面对记者感慨

道。

“以前，村里基本家家户户围猪栏，动物粪

便和垃圾随处可见，溪沟就像是污水的‘家’。”

周忠莲说，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形容说：污水靠蒸

发、垃圾靠风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说得

又形象又真实。2003年以来，环溪村响应省

委、省政府实施“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的

号召，紧抓机遇，积极行动，逐步开展“生活污水

处理”“生态河道整治”“生态人居提升”等，努力

改善村居环境，还请来专家团队，对村庄进行整

体规划设计，就此开启了村庄的美丽逆袭之路。

2010年，环溪村投入260万元，实施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提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

到目前，全村已建起10个生活污水池，所有658

户农家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全部实现截污纳

管。

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后，环溪村又把

整治的重点放在了“水”字上。秉承绿色生态建

设理念，对全村的河塘水系进行生态化改造。

特别是对环村的天子源溪和青源溪，进行了全

面疏浚和清理，维修加固了堰坝。既有效提高

了梅汛多雨期的防洪能力，又提升了环村的水

面景观。

此外，环溪村还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借

助桐庐县开展“清洁乡村”建设的“东风”，大力

实施农村生态人居提升工程，把村庄当成景区

来规划、建设。不仅对里弄小巷、房前屋后、村

里庄外的卫生开展全面整治，还对全村的农家

庭院进行了绿化。

周忠莲说，10多年来，环溪村聚力聚智，持

续“大手笔”推进环境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成为住建部首批评定的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在全省名列前茅。

发展莲产业——
“美丽经济”活力绽放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环境变美了，村民幸

福感提升了，环溪村走生态发展之路增添了更

多底气。将绿水青山进一步转化为金山银山，

让“美丽资源”成为“美丽经济”，成为村“两委”

近年来努力探索追求的新目标。

乡村美，离不开产业美。早期，环溪村有工

业企业数十家，主要以箱包、玩具、医疗器械等

为主，农田抛荒现象时有发生。“2013年以来，

为发展新产业，我们将全村500余亩土地集中

统一流转，由桐庐富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种植莲花，做大做强以莲花为主的农业经济产

业链。”周忠莲说。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如今，每到夏

天莲花盛开时节，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赏花

采莲，带旺了村里旅游休闲经济的发展。一

些村民进“桐庐富莲”打工，有了工资收入。

莲子和莲子酒等深加工产品，又给企业带来

了经济效益，实现了多赢。周忠莲说，借助农

旅融合发展模式，环溪村的莲花现在不仅是

农产品，还是旅游产品，莲产业已发展成为一

大富民产业。

今年51岁的村民周玉忠，是环溪村种莲大

户。他带记者来到他的荷塘，一睹百荷齐开的

风韵。“去年，我共承包了100多亩荷塘，平均亩

产值达到三万元。”他的言语中洋溢着“幸福

感”。

2013年以来，桐庐县将江南镇的5个村联

合起来，集纳各自的历史文化底蕴，成功创建

了4A级旅游景区——江南古村落群。“清莲环

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抱团发

展，环溪村的游客不断增多。村子发展

越来越好，原先不少外出务工

的村民选择回村创业，村

里的农家乐、民宿一家

家开了起来，农副产

品的销售也跟着

“红火”，大大促

进了集体经济发

展和农户增收。

“我村目前

已有民宿 60多

家、床位 800 余

张。去年接待游

客达60多万人次，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80多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达3.9万多元。”周忠

莲说，如今的环溪村，已从原

本农田日渐荒芜、年轻人纷纷外出的“空心村”，

蝶变成为以莲文化为核心、三产融合发展的小

康“网红村”，到处洋溢着活力与生机。

弘扬新风尚——
和美家园欣欣向荣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环溪村是北宋哲学

家、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的繁居地。周敦颐所

著的名篇《爱莲说》，正是该村文化的精髓所在。

环溪村是典型的古村落，有古桥、爱莲堂等

古建筑。说起环溪村600多年的发展史，周忠

莲告诉记者，该村目前共有2098人，绝大部分

人都姓周，就连许多村民的名字中，也时常出现

一个“莲”字。

临近中午，记者走进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

周氏宗祠爱莲堂，门窗上依稀可见岁月斑驳的

痕迹。

“爱莲堂在村民心中的分量很重，是全村人

的聚集场所与精神家园。”周忠莲说，近年来，依

托悠久深厚的“莲文化”，环溪村多措并举，积极

实施生态文化传承工程，沿着天子源溪，打造了

一条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的民俗风情

长廊，着力打响“清廉环溪、秀美环溪、和谐环

溪”靓丽名片。

借助“爱莲书社”平台，开展讲课培训，强化

村民思想教育；建立老年食堂，为全村60岁以

上的老年人提供中、晚餐，让老年人能“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深化乡村治理，坚持“阳光是最

好的呵护，公开是最好的治理”理念，推广“码上

知、码上办、码上督”二维码，让村民随时了解村

务、进行民主监督……

从好山水到好乡风，民富村强的环溪，凭

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细心周到的公

共养老服务，吸引了不少进城定居的“老少爷

们”重返乡村生活。这个莲香四溢

的江南古村，正日益成为村民

自豪、游客向往的和美家

园。

“我们将深入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山’理念，继续

做大做足‘山水’

文章，不断深化

美丽乡村建设，

进一步促进莲产

业发展，更好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奔小

康。”谈及未来，作

为村庄发展的“领头

羊”，村支书周忠平信心

满满。

（本版图片由环溪村提供）

余村新貌。夏鹏飞 摄
美丽的环溪村美丽的环溪村。。

环溪村百亩荷花区环溪村百亩荷花区。。

环溪村老街整治前环溪村老街整治前（（上上））后后（（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