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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走进磐安县

冷水镇朱山村，只见溪流潺

潺穿村而过，沿古巷而建的

古民居和祠堂错落有致，绿

树掩映下，游客正在打卡拍

照，呈现一幅宜游宜居的美

丽图景。

朱山村历史悠久、人文

底蕴深厚，是第四批中国传

统村落、第六批浙江历史文

化名村。村庄最具特色的是

传统民居院落和街巷格局，

集中连片的古建筑再现了明

清时代的历史风貌。古民居

院落中的 500 多幅“毛主席

语录”被专家认定为省内数

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文化

遗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和教育意义。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

人文景观，是朱山村发展的

底色与优势。近年来，朱山

村立足原有古村环境，积极

开展旅游业态“微改造、精提

升”，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全力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历史文

化村落，推动朱山村成为新

时代美丽乡村。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坚

持不搞大拆大建，从挖掘文

化内涵和提升游客微观感受

入手，提升村庄整体品质。”

朱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曹益民介绍，去年，村里

累计投入70余万元，完成45

间古民居修缮。今年，将继

续投入 400 余万元，确保朱

山历史文化村落的整体风

貌、民俗文化以及自然环境

的“原汁原味”。

朱山村还坚持以“绣花”功夫优化

人居环境，以环境卫生整治为抓手，实

现村庄硬化、美化、亮化全面提升，持

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2021 年，朱山

村共计投入100余万元，精心打造老村

村口朱山物语景观、新村水渠、路面硬

化等工程，全村启动路灯整改，全面完

成路灯、节点提升美化。通过环境提

升培育旅游业态，实现乡村旅游与文

物保护的良性发展。

大手笔投入，朱山村再现了“小桥

流水人家”的传统江南风貌，吸引了新

长城文旅集团、浙江星空之城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等公司来村投资，“大美冷

水灯光秀”“星空之城游乐园”等项目

落地生根，吸纳了横店的多个剧组前

来拍摄影视剧……

“我们将继续下足‘绣花’功夫，丰

富古村旅游业态，加快推动‘美丽资源

’转化为‘美丽经济’，实现乡村农文旅

融合发展。”曹益民说。

潘辉

12 月 8 日，玉

环市栈台省二级

渔港内锚泊着许

多渔船，与四级车

站、村民新居、紫

菜养殖区构成一

幅和谐山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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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联合 抱团众行

平阳“五村联建”打造未来乡村样板
拥有十里优质水系、千年古村文化、万亩发展空间，如何变星罗棋布为串珠成线？平阳县昆阳镇的上林垟、湖屿、鸣山、官岙邸、万

金五个村，依托党建引领“五村联建”，不仅打造出一条年均接待百万人次游客的文旅融合精品线，还携手推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

设、村庄整体规划、文旅项目互补，走出了一条抱团式发展、捆绑式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联合打造万亩田园 一体式推进“新基建”

“五村联建”的一个抓手，就是构建

“五彩乡村”党建联建机制，以党建为统

领，推动资源共享、产业协作、信息互通、

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石塘粮仓·万亩田

园”。

围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

革，建设农业服务中心、粮食烘干中心、联

合育秧中心、菜子油加工坊、“庄稼医院”

等配套设施。种粮大户带头为联建村提

供育秧、飞防、收割和粮食烘干服务，推动

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加工。注册粮农

品牌，引入供应链公司，实现粮食统一规

模生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经营、统

一收购销售。

对土地流转有疑虑的村民，村干部采

取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愿原则，积极宣

讲解读相关政策办法，做到“先看成效再

推广”。如今，“石塘粮仓·万亩田园”集中

流转耕地超 98%，粮食年产量达到 1.2 万

吨。

从“粮食联种”到“设施联建”，五个村

生产生活方式也变得更加“智慧”。

昆阳镇西北片区抓住“新基建”政策

红利，建成通车 104 国道西过境，提升万

石线农村公路，加速五村互联互通。协同

建设实现5G基站、生态停车场、新能源充

电桩、星级公厕、游客中心等旅游配套设

施，助力旅游要素流动。

“游客扫‘百姓码’会显示村里布局和

在建项目，村民扫码会看到政务公开、干

部轮值等，还能随时点评。”湖屿村党总支

书记严忠岳说，湖屿村率先建设推广未来

乡村整体智治平台，推出“稻虾码”“百姓

码”“项目码”“民情地图”等特色应用，助

力智慧旅游发展，也为“五村联建”打通雪

亮工程、省域空间治理、村社通、应急监控

等系统奠定基础。

上林垟、官岙邸村建立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为“老低困残”人群提供餐

饮、理发、洗脚、体检等服务。上林垟为

6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戴上智能腕带，实

现基本健康数据监测。官岙邸成立未来

乡村智慧健康站，搭建5G云诊室为标志

的“互联网+医疗”系统，实现乡村远程问

诊。

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差异化构建“乡土情”

“五村联建”还联合浙江新时代乡村

研究院，整合农业产业园、旅游度假区、交

通路网、水系整治等多项规划，编制农旅

融合联建整体规划。近期已与该院对接

未来乡村总体规划中间成果。

在顶层设计上，依托各村古村民俗、

塘河风情、农耕文化、山水风景等特色资

源，引导布局互补式产业，构建特色迥异

的“乡土味儿”一条龙。

在地理位置上，五村环绕银山、鸣山

呈环形分布，由 104 国道、万石线串联互

通，塘河分支穿行其间。游客既可走马观

花，也可驻足停步，五村均开设民居供饮

食休憩，自驾游车程不到半小时，还能乘

船沿河而下。

其中，万金全村沿着塘河呈条状分

布，沿岸有码头等设施，先后开设塘河风

情驿站和皮划艇项目，主打水陆体育运动

之美；上林垟以农业生产为主，选择重点

发展农耕产业及农业研学活动，主打田园

风情之美；湖屿坐落在青山绿水旁，引入

稻虾共养、卡丁车项目与露营基地，重点

发展户外拓展产业，主打山林野趣之美；

官岙邸的珑玥潭景区风景秀丽，重点发展

休闲旅游，主打景区风景之美……

以鸣山村为例，该村先后引入 26 家

非遗相关企业，打造非遗一条街和“北塘

古驿”景观，走出“古村+非遗+文化”新路

线。“现在鸣山陶院日常能接待 50 至 100

人，陶艺、瓷板画、蛋画等项目很受游客欢

迎。”院长郑巨双说，现在村民很支持非遗

项目在村里落地生根。如今，该村已形成

非遗文创街、特色小吃街和综合民宿区三

大板块，共聚集经营户 152 家，日均客流

量达2000人次，户均年纯经营收入增长3

万元左右。

抱团发展乡村产业 捆绑式实现“共富梦”

“五村联建”共覆盖1.5万人口，规划

面积 13.15 平方公里，通过探索“村、校、

企”合作共富路径，以土地开发、资产经

营、股份合作等多种联动运营模式，辐射

带动周边11个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

村民谋增收、谋致富。

联建村同步调整各村村规，盘活各村

闲置农房等资源。开展组团招商，引入稻

虾共养项目配套设施，建成全市最大的稻

虾共养基地，形成“看、玩、捉、吃”小龙虾

“一虾多吃”休闲农旅项目。开展校企合

作，上林垟、湖屿、官岙邸三大劳动研学基

地为来自平阳各地的师生提供研学活动。

湖屿卡丁车露营基地、官岙邸珑玥潭

景区采取“村企合作”模式。前者以基建

和山林资源入股换取股份分红，今年5月

投入使用，为村集体带来每年保底 20 万

元收入。后者以景区资源入股换取珑玥

潭景区门票收入的10%壮大村集体经济。

自“五村联建”以来，各村的村集体经

济总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年增速均达 20%

以上，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304.48万元，经

营性收入380万元。同时，为周边村民新

增就业岗位超 2000 余个，大量的客流激

活了“地摊经济”“月光经济”，为村民带来

额外商机。2021年，五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3.5万元，大批村民通过自主经营月收

入过万元，家门口就业致富的案例数不胜

数。

昆阳镇依托“五村联建”推进古村保

护“原生态”、开发农文旅体融合“新业

态”、突出各村差异化路线“新特色”、创造

五村融合“新优势”、加快乡村振兴“新发

展”，为当地带来了国家3A景区、全国民

主法治村、全国友好型老年社区、省非物

质文化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省美丽宜居

示范区等荣誉。

“五村联建”为何能带来这些蝶变？

平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余毅认为：“在乡

村振兴中，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十分重

要。不要看别人做得好就直接模仿，要

发挥自然禀赋的优势，引入先进发展理

念和现代产业模式，持之以恒走下去，才

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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