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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粒希望的种子，辛勤汗水灌溉，

铺千平丰饶的沃野，一起描绘分外的精

彩，在余东，画一个未来……”近日，记者

来到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村民服

务中心采访时，该村未来乡村主题曲《在

余东·画一个未来》不时传入耳中。而现

实中的余东，也如歌中唱的一样“分外精

彩”——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享

有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十大美丽乡

村、全国文明村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

美誉。

余东村现有村民 247 户 817 人，依靠

土地流转、光伏发电、文创产业和旅游研

学等，2020 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42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达2万元。村支书余良

耀说，余东村以前主要靠椪柑种植，后转

向蔬菜种植和劳务输出，四五年前村民的

年人均收入还只有5000多元，村民收入大

幅提升靠得是余东村的特

色——农民画的带动。

据不完整统计，近一年

来，该村的农民画产

值达1500万元。

余东村的农

民画产业始于

2003 年 ，刚

开 始 画 画

的村民只

有十几人，

后 经 政 府 推

动，农民画产业

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原乡人”纷纷投

入到农民画的创作中

来。农民画走红后，唤

回了不少“归乡人”——外

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创业，还吸引了许

多“新乡人”在余东投资创业。如今，余东

村有300多人参与到农民画产业中来，“白

天拿锄头，晚上拿画笔”成为当地村民的

真实写照。

充满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农民画，

不仅为余东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还盘活

了村里的闲置资源。余东村将闲置的老

宅通过“微改造”，打造成特色村居，吸引

外地画家入驻。“南孔文创”的负责人郑政

通就是被余东村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浓厚

的艺术氛围吸引，在余东办起了文创店

铺，主营农民画文创，还有绘画和陶艺等

游客体验项目。

如今的余东村，有着占地4800平方米

的中国乡村美术馆、各色画廊和工作室，

“钱塘诗路、余东画村”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2020年，余东村累计接待游客80多万

人次。

农民画在带动研学旅游的同时，也带

动了食宿行业，村里逐渐建起了咖啡屋、

民宿、农家乐。56 岁的余东村村民肖美

仙，原本在家务农，看到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后，

办起了“妈妈饼铺”，

做当地的特色小吃

煎饼。“生意好时

一天能卖三四

百 个 。”说 到

收益，她脸

上洋溢着

幸 福 的

笑 容 ，“ 现

在政策好，能

在 家 门 口 赚

钱”。除了做煎

饼，肖美仙还加入

了周边的“一米食堂”

“共享食堂”以及余东

“十大碗”联盟，为游客提

供特色菜品。

2020年9月，柯城区启动以农民画为

特色的余东未来乡村建设。余良耀说：

“我们要建设罗汉山公园，还计划打造低

中高不同档位的民宿，以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

从卖画到卖版权、卖文创、卖旅游，余

东走出了一条以农民画为主导、农文旅融

合发展、共建共富的路子，勾勒出一幅“看

得见文化、留得住乡愁、引得进产业、带得

动致富”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新图景。正如

余东村未来乡村主题曲中所唱的那样：

“亲亲的原乡人，土生土长创建好品牌；切

切的归乡人，回乡创业共同富起来；火火

的新乡人，昂首阔步奏响新节拍。”在余

东，一幅具有“国际范、江南韵、乡愁味、时

尚风、活力劲”的未来乡村画卷正徐徐展

开。

专家点评：

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秘书长徐建群：

余东村用四五年时间，实现农民人均收入

翻两番，这在余东村历史上肯定是一件大

事。干成这件大事，一靠政府科学引导，

顺应农民画产业发展之势，助推产业迈上

新台阶；二靠“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

等“三乡人”多元投入，为农民画产业发展

注入多元化的艺术基因支持；三靠文旅融

合，农民画带动研学旅游、食宿行业的兴

起，形成了以农民画为主导、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模式。余东村围绕农民画产业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将闲置老宅通过“微改

造”打造成特色村居，吸引外地画家入驻，

给原生态的创作注入新鲜血液。未来乡

村是以人为本，以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核心，融合生产

生活生态、数字化

互联、乡村善治等

几大内涵特征的

有机整体。期待

余东村未来乡村

主题曲越唱越响。

柯城余东村：
“三乡人”共绘“一幅画”共创美好生活

在德清下渚湖街道和睦村的数字

生态渔仓项目基地，一个个硕大的蜂窝

池十分醒目，池中的水循环流动，为鱼

儿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项目主管

沈杰强站在鱼池旁，在手机上轻轻一

点，饵料就自动投撒在了鱼池中，鱼儿

在水面上翻腾。沈杰强介绍，数字生态

渔仓基地以圆形桶状蜂窝池为养殖池，

通过智能系统对池内养殖尾水进行自

动虹吸排放、自动增氧、自动水质监测

等数字化管理，让高密度渔业养殖在实

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我

们每个池子能养3000条左右的鱼，产量

在1500公斤左右，相当于传统土塘养殖

的平均亩产水平。”

鱼类养殖，水质是关键。项目能够

顺利落地，得益于和睦村良好的生态资

源。沈杰强表示，东苕溪为村里提供了

良好的水源，同时，村里的渔业尾水处

理设备，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也构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沈杰强说：

“该项目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也给和睦村增加了一笔固定的收入，实

现了村企共富。”

而在另一边的虾塘里，一个个溶氧

传感器在水中运作，实时监测水中的含

氧量，并自动进行供氧。“这套设备能够

把预警信息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上，我们

可以通过手机掌握青虾生长情况。相

较往年，青虾的存活率得到提高，我们

的养殖损失降低了，管理也更方便了。”

养殖户胡惠泉说。

“青虾一直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

如今，通过引进溶氧传感器，不仅减少

了养殖户的工作量，也大大降低了养殖

风险。”和睦村干部张水龙说。

这些年，和睦村以自然禀赋为依

托，积极引进数字农业、乡村旅游等优

质项目，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生态渔仓项目正是其

中的闪亮成果。与此同时，和睦村坚持

把生态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

积极打造绿色果园、虾稻轮作等多元化

农业产业，让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在禾谷千家星创天地，工人们正在

修剪火龙果植株的枝条。眼下，前来采

摘体验的游客增多，园区管理日渐忙

碌。园区负责人汪加南表示，把美丽田

园转化为美丽经济，是带动村民致富的

新方式。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如今，

和睦村不断探索抱团入股、村企共建

等新模式，在帮助村民增收的同时，也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接下来，我

们不仅要创新思维，把农业做精、做

透，还要推进农旅深度融合，多维度提

升乡村品质，让村民享受乡村振兴带

来的美好生活。”和睦村党支部委员周

勇刚说。

沈宇翔 高祎程

一个池子能养一亩塘的鱼

德清和睦村：生态农业带来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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