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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隔十里地都能闻见猪粪臭”到中国百佳美丽乡村

衢江涧峰村：“养猪村”里看涅槃
□本报记者 杨怡

“青砖瓦，马头墙，古祠堂里锣鼓响；板凳

长，看戏忙，农闲时节话家常；青石板，雕花窗，

古民居里婺乐唱；樟树下，烤饼香，清潭绿水风

送爽......”

这是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涧峰村的村

歌——《紫气东来日月长》，朗朗上口的歌词，

唱出了涧峰村的古韵村貌，节奏明快的曲调，

体现了涧峰村民的美好生活。

涧峰村始建于1000多年前，文化底蕴深

厚，有几十幢距今百余年历史的古宅，是衢江

区古迹保存最完善的古村落之一，也是省级历

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村内溪水潺潺，

小径蜿蜒，古树葱郁，宛如世外桃源。

然而，6年前，让涧峰村闻名的不是它的古

韵风情，而是臭气熏天，因为它是全区有名的

“养猪专业村”，常年粪水横流，加上水塘淤塞，

邻村的村民时常嘲笑说，涧峰村的猪粪臭，隔

着十里地都能闻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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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破旧村落重获新生

6年前的涧峰村，产业单一，经济薄弱，村内

60%以上的农户以养猪为主要经济来源。猪

粪、猪尿直接排放，污染了路面、沟渠，甚至还影

响了地下水质。

“以前一出门就是烂污泥，穿得最多的是雨

鞋。”村民王落霞想起那段日子，忍不住皱起了

眉头。她告诉记者，村里以前整治过几次，可大

部分村民就靠养猪过日子，几次整治下来，效果

并不大。

直至2014年，借着全省“五水共治”东风，

涧峰村终于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开展了3次生

猪养殖整治规范，打响了一场生态环境保卫

战。为此，该村积极引导生猪养殖户转型转产，

大力发展以草莓、西瓜、葡萄、蔬菜等为主导的

现代农业产业，同时鼓励当地村民通过土地入

股或流转土地，到企业、家庭农场务工。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村庄内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现

象终于有了根本改观。

“现在不养猪，收入反而增加了。”村民金银

泉告诉记者，他原来是养猪户，如今种了16亩

葡萄。“以前养猪那会儿，房子从里到外都是臭

哄哄的，还经常亏本。现在种葡萄亩均纯收入

六七千元，屋内屋外都是果香。”金银泉笑着说。

借着“五水共治”的东风，涧峰村还陆续开

展了村内水环境提升项目，村里的大秧田塘就

是当时的提升项目之一。“原来养殖污水直接排

放，加上水系淤塞，大秧田塘里的水常年恶臭熏

天，村民都绕着走。”涧峰村村支书董升税说，整

治大秧田塘，前后共投入了20余万元，清出淤

泥3000多立方米。为了防止再次淤积，他们还

在田塘底部铺设鹅卵石，并通过开沟引水，引入

了附近芝溪的活水。如今，清澈的溪水穿塘而

过，塘水清澈见底。塘边修葺的假山亭阁，被绿

植环抱，别有一番江南味道。

文化兴农，千年古村修复保护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一个村落都曾留

下历史的印痕。涧峰村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

是一个有着11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古建筑资

源丰富，村落历史风貌多样。

“2016年村里开始实施传统古村落保护项

目，先后投入1300余万元，对老宅进行全方位

整修。”据董升税介绍，村里秉持着修旧如旧的

原则，先后将村内保存较好的48幢古民居、60

余幢徽派建筑、2幢古祠堂、1座古堰坝、1座古

戏台进行修缮和外立面改造。

此外，还铺设了2000多米村内水渠、古道，

修复2处古井，完成了2500多米沿溪石板道路

铺装、老街立面改造、老宅瓦顶修复。“现在村里

的徐氏宗祠和余氏宗祠，分别建于民国十六年和

清康熙四十八年，至今保留完好，两个老祠堂现

在都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董升税告诉记者。

“2018年，我们将两个老祠堂联合打造成了

古色古香的村文化礼堂，将原来的大礼堂改造成

农耕文化展示馆。”董升税说，随着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项目的开展，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前来参观

的游客络绎不绝。记者随着他的脚步，来到农耕

文化展示馆内，只见古时的燃油灯、旧时的犁田

农具，静静陈列其中，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据了解，涧峰村已累计投入4000余万元，

先后开展了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利用项目、美

丽乡村建设、农房风貌提升等多项工程，现已建

成名人故居、传统手工体验坊、特色小吃一条

街、农耕文化展示中心等多处旅游体验项目。

如今的涧峰村，曲径翠竹，瓦舍俨然，古色

古香，韵味十足，成为人们了解农耕文化、欣赏

旧居古宅的好去处。

三产融合，口袋鼓了生活美了

近年来，涧峰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为指引，在保护古村落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和盛世莲花国家4A级

景区的辐射带动功能，再接再厉做好“产业+”

“文化+”“旅游+”文章，收获了文农旅三产结合

的红利。

“现在，村里光家庭农场就有16家，每到水

果采摘季，村里到处是游客。”董升税说，这也吸

引了不少投资者来村里建民宿，衢江区首家共

享餐厅主题民宿就在涧峰村。“共享餐厅主题民

宿，实质上就是将民宿与当地村民的拿手特色

菜结合起来，为四面八方的游客提供原生态的

涧峰‘满汉全席’。”他告诉记者，今年的“五一”

小长假，村里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多人，民宿也

是早早被预定一空。

2018年，涧峰村还开展了“疯跑衢州”“万

人游莲花”“中国农民丰收节文化礼堂活动”“十

二道峰味”烹饪大赛等活动，提升人气的同时，

也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当地

村民创建景区村庄的积极性。

“以前，村民茶余饭后都是嗑瓜子聊天，现

在村里有了图书馆、戏台、文化礼堂，村民们的

文化生活可丰富了。”退休教师、文化礼堂管理

员徐庸全告诉记者，现在村里有8座大大小小

的文化礼堂。

“这里不光有乡村美景，还有名人故事，文

化根脉深厚，游玩中还能学到许多知识。”几个

来自上海的游客告诉记者，走累了还能在村里

的老街上，吃到当地村民亲手做的臭豆腐、米

糕、烤饼等特色小吃，感觉特别满足。

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通过古村文

化旅游发展之路，美丽生态不断转化为美丽经

济。2019年，涧峰村村集体经营收入11.4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元，获评“第二届

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大秧田塘改造前大秧田塘改造前。。

大秧田塘如今风景如画大秧田塘如今风景如画。。

涧峰村村民参加涧峰村村民参加““十二道峰味十二道峰味””美食评选赛美食评选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