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山深处大山深处““不夜村不夜村””

在海拔800多米的磐安

县盘峰乡灵江源村三亩田

自然村，一排排白墙黛瓦连

体式别墅错落有致，夜晚整

村民居、文化广场、村道两

侧行道树上五彩缤纷，流光

溢彩，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不夜村”，吸引了来自金

华、台州、上海、杭州等地游

客前来旅游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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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高迁古村：
数字管家“坐镇” 乡村焕发活力

在仙居县神仙居景区的山脚处，有一个古老的村落——高迁古村。远远望去，一座座黛瓦白墙、精雕细琢的四合院，徽派风

格中不失典型浙东南地区的韵味。

高迁古村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拥有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共有各类保护建筑27处、历史建筑100多

处。许多游客慕“浙东南古村落民居的活化石”之名而来，在这里触摸古村变迁的历史脉络，见证古村数字化的飞速进展。

高迁古村的发展，追溯时间不长。

往回倒十年，虽说是古村落，村里却到处

是断壁残垣，久未打理。直到吴海涛任高迁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开始清理脏乱

差，修旧如旧，并逐渐依托古民居特色，发展

乡村旅游业。

高迁本就是人口大村，古民居旅游开发

以后，游客的流量与日俱增，创造了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不过人流一多，隐患也显现出

来：盗窃时有发生，有的家里遭了贼，有的店

里丢了钱……

还有更严重的。高迁村村委会副主任吴

镇杰说，村里古民居的木雕门窗，都是从明清

时期留存下来的，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背后的

故事更是“无价”。“被偷了，损失很难衡量。”

怎么办？有个“天眼”就好了。2018年，

公安部门在周边安装道路监控设备，镇里也

联合中国移动仙居白塔分局在村里主要道路

口安上了首批27 个监控探头。一来可以对

盗窃行为起警示作用，二来一旦有事发生可

通过监控设备寻找线索。

“有了监控，东西确实没有被偷过了！”便

利店老板方炳兰感叹道。几年前，他们这一

排商铺没有一个没被小偷光顾过，大家苦恼

了好一阵，直到装了监控设备情况才好转。

此后，村民的安全意识逐渐增强，一个个

在自家房前屋后安上“天眼”。就连村里统一

养殖的猪舍都装了监控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村盗窃“零发生”，

直观展现了“天眼”实打实的“业绩”。

大街小巷遍布“天眼”，盗窃“零发生”

走进村里，古居和新屋相互错落，每一幢

几乎都有小小的监控立在转角，全方位做好

安全服务。

实际上，这些覆盖全村的“天眼”，只是高

迁古村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各

式各样的数字化成果正在逐步搭建。”白塔网

格长王琳表示。

为了继续打响高迁古民居文旅品牌，线

下，村里计划完善视频监控、智慧步道、环境

监测传感器等基础设施；线上，一个兼具数字

智美、产业兴美、生态秀美、生活乐美、精神和

美的数字高迁未来乡村平台，也在慢慢成形。

从平台主载体“数字驾驶舱”的规划图上

可以看到，页面首先对人口、面积等全村数据

进行收集和汇总，同时以数字时代的乡村发

展和居民生活需求为中心，开发未来邻里、未

来文化、未来交通、未来治理、未来生产等10

个未来乡村应用场景，为居民和相关部门提

供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服务。

实际操作怎么样？使用者从政府治理、

村社服务、村民和游客4个端口，通过微信小

程序或APP即可进行操作。

举个例子，要想知道高迁村村务治理和

公开情况，原先需要到公告栏或者村委会了

解。实现数字化以后，村里的所有事务信息

都可以整合到一起，网上查看，一目了然。

再如，农家乐民宿发展是村里一大趋

势。以往，游客只能到店或者电话联系，以后

点点手机进入未来生产场景，就可以实现预

订、入住、消费的全流程操作。

数字化的步伐是无止境的。“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接

下来，每一项新技术都有望落地高迁。”王琳

说，未来的高迁古村将焕发新活力，开启发展

新篇章。

王艳 陈雨卓

“数智”乡村在路上，共富路径更宽广

炎炎夏日，深藏密林

丛中的余仓瀑布人气高

涨，前来避暑纳凉的游客

一拨接着一拨；另一边，

岱上高山蔬菜种植基地

迎来了大丰收，每天清

晨，上万斤绿色有机蔬菜

从这里运往各大批发市

场……

余仓岱上村是金华

市婺城区塔石乡最偏远

的行政村之一，由原余仓

村、岱上村合并而成，多

年来村民一直过着靠山

吃山的日子。然而，就是

这么一个区位交通、基础

设施都不占优势的小山

村，这些年却另辟蹊径，

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村、

旅游村。

余仓自然村是省 3A

级景区，村里土墙黑瓦，

古木参天，终年云雾缭

绕，加上飞流的瀑布，触

手可及的清凉，让人们在

炎热的高温天对它特别

向往。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

来，在村里经营民宿、农

家乐生意的董海林忙得

团团转，每天来店里品尝

农家菜的游客络绎不绝，

特色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客房预定至少需要提前

一周以上。“夏天来这儿

游玩，真是一件极享受的

事！”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与民俗风情，让游客张女

士由衷赞叹。

美好的生态环境为

余仓生态休闲、民宿农家

乐等产业的发展导入了巨大流量，让村

民们尝到了旅游开发的甜头。董海林

算了一笔账，“现在民宿、农家乐的年收

入至少有四五十万元，旅游人气的集聚

也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助农

增收20万元以上。”

在余仓游持续“引流”助力乡村振

兴的同时，岱上高山蔬菜“走出去”的道

路也越走越宽。眼下正值夏季蔬菜丰

收时节，近百亩的蔬菜大棚里挂满了长

势喜人的番茄、黄瓜，种植户们起早采

摘果实，忙碌的身影里藏不住收获的喜

悦。

“我们的高山蔬菜口感好、品质佳，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种了20多年蔬菜

的傅文源说，岱上村家家户户都种高山

蔬菜，全村年蔬菜产量超50万公斤，销

售额近300万元，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大产业。

一个村，两个致富产业，成为上千

百姓撬动幸福的支点。眼下，一条连接

余仓、岱上两大幸福产业的“共富路”正

在加速修建，道路全长2.6公里，目前正

在进行路面平整作业，预计年内可完工

通车。

“余仓、岱上虽属一个行政村，交通

却较为不便，绕路通行至少需要20分钟

车程，这也是制约两个优势产业相互借

势借力的最大障碍。”余仓岱上村党支

部书记刘正官说，“共富路”畅通后，余

仓到岱上通行时间可缩短至 5 分钟车

程，还把余仓瀑布、古道、古树群、露营

基地、国家级传统村落等旅游资源与高

山蔬菜基地串连成线，有助于蔬菜、旅

游产业“两翼齐飞”，共融发展。 张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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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表演唱《新登古城》、诗朗诵《我在

富 春 山 乡 有 个 家》、独 唱《共 同 富 裕 的

路》……日前，在月色朦胧、暗香浮动的荷花

塘边，2022富阳新登镇上山荷塘音乐节欢乐

开幕。本土音乐人用悠扬的旋律、美妙的歌

声，讲述富春山乡的共富故事，抒发奋进“两

个先行”新征程的豪迈之情，一声声叩响现

场观众的心扉。

4 年前的盛夏时节，新登镇上山村以乡

贤应峻松承包种植的300亩荷花为“主角”，

举办首届荷塘音乐节，短短6天时间吸引游

客7万余人次，催生了美丽经济。越来越多

在外打工的村民选择回乡，在家门口就业、

创业，光是民宿、农家乐就开出了 10 多家。

本届荷塘音乐节开幕式上，浙江大隐健康集

团“东坡草堂”精品民宿等 4 个美丽经济项

目签约，同时还举行了建行富阳支行“金融

助村助企”签约暨农业企业综合授信。

“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我们走出了一条

‘土地流转+美丽田园+乡村旅游’的共富新

路径，2016 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到 10 万

元，2021年底达到了165万元。今年是第四

届荷塘音乐节，‘荷美新登、莲动共富’是本届

荷塘音乐节的主题，这八个字说出了我们的

心声，道出了我们的未来。”上山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汪卫中说。

今年，依托昌东溪共富体党建联盟，

发挥上山、昌东、上旺 3 个村的联动优势，

整合资源、活动联办，荷塘音乐节实现全面

提升，让游客在荷塘月色中收获最美好的

夏夜记忆。本届荷塘音乐节将持续至8月20

日。

骆炳浩 江栗峰 李潇鹏

乡村荷塘边 乐音引新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