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德清县舞阳街道龙凤村，农田、民居、山林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美丽乡村生态田园画卷。2022年

以来，德清县在全省率先全域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加快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坚持“微改造、精

提升”，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的城乡风貌样板区和未来乡村，城乡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谢尚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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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茶山上，几十名采茶

工忙碌其间；近处，孩子们在一片

翠绿中奔跑嬉戏。最近一个周

末，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勤勇村

铭聪生态农庄热闹非凡。

这里原先是一片占地 300 亩

的茶园，54岁的勤勇村村民、种茶

能手钱文忠承包经营已有16年。

这些年，因为不懂市场营销，他的

茶山和茶厂陷于荒废状态。

2021 年，在有关部门的牵线

下，钱文忠与当时41岁的金立卫

结识，两人决定携手改造“共富农

场”。300 亩茶园中的 20 亩打造

为“开心农场”，散养鸡鸭鹅，推出

认领菜地、认养家禽活动；130 亩

套种桃、李、杨梅等果树，为采摘

游打下基础；剩余的150亩，继续

种植茶树，补种“乌牛早”“黄金

芽”“白叶一号”等品种；紧挨着茶

园的2000 平方米茶厂，改造成铭

聪生态农庄，推出体验炒茶、烧烤

露营、团建民宿等服务。

经过两年开发，他们的服务

项目越来越丰富，不仅可以定做

豆腐和竹筒饭，还与当地农民合

作，邀请擅长剪纸、竹编的农户给

前来研学的孩子们当老师。

“‘开心农场’目前最为火爆，

一平方米起租，可全托，也可半

托，农场提供基础浇水服务。”金

立卫说，如今，这里月月有活动，

季季可采摘。此外，他们还组建

了一支大学生创业团队，通过网

络渠道拓客。最近，每逢周末至

少有150人次前来开展研学体验。

“几近荒废的茶园和茶厂，通

过钱文忠和金立卫的‘共富农场’

合伙人模式改造，如今已经成为

乡村游、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

勤勇村党支部书记谢军斌说，“共

富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村

里的就业，提升了农户的创业热

情，目前有6名村民长年在农场工

作，农忙时节，以劳务形式合作的

农民有二三十人。

随着“共富农场”的兴起，村

里的民宿、农家乐也火爆起来，村

民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摆摊卖农副

产品的更是比比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山水资源盘

活后，已有好几名本村青年返乡

创业，有的开起果酒厂，有的正在

装修民宿，还有的全家总动员，

“线上+线下”卖起了当地产的青

团和年糕。 王博 陈琰琼 林彬

鄞州勤勇村：

荒废茶园变身“共富农场”

“以前我们村主要靠蔬菜基

地增加收入，现在有了‘共富驿站

’，村民们又多了增收方式。”建德

大洋镇柳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胡国良高兴地说。日前，

杭州市第十八帮扶集团党建联建

暨共富驿站在该村正式启动。

胡国良口中的“共富驿站”，

是柳村村利用闲置旧村委办公楼

改造而成的研学综合体，配套住

宿、共享菜园、自然教育、野奢露

营、特色农产品、自然市集等设施

项目。该驿站依托杭州市第十八

帮扶集团成员之一华立集团的帮

扶资源，致力于打造一个“未来乡

村”的自然基地模板。

“今年是柳村村与华立集团

结对帮扶第七个年头，这些年来，

我们村日子越来越好。通过华立

集团的帮扶，柳村蔬菜基地扩大

建设，并促成蔬菜进城销售，与联

华超市和明康汇签订了10年包销

协议。”胡国良说，自2017年华立

集团开展帮扶以来，蔬菜销售收

入累计超300万元，带动周边村从

事种植、采摘、包装、配送等业务，

累计收入超1500万元。

曾经的柳村村无资源、无产

业、无特色，“卖蔬菜”让柳村人看

见了村庄发展的希望。如今，随

着“共富驿站”的启动，柳村村无

疑有了新的希望。在华立集团的

帮助下，村里今年推出了首家“农

耕体验+农事科普”田园牧歌风民

宿，实现从“卖蔬菜”到“卖风景”

的转变。“我们还将提供农创客相

关培训、员工疗休养、共富大讲堂

等服务。”华立集团负责人介绍，

他们还将放大有机蔬菜基地优

势，利用田园牧歌自然营地、柳村

非遗、“星空谷”等资源，打造一系

列特色农文旅项目，帮助该村村

发展。

陈琪 叶伟祥

建德柳村村：

打造“未来乡村”自然基地模板

泰顺大龙口村：

种花“种”出和美乡村新画卷
紫薇、月季、山茶、多肉、仙人

掌……走进有着泰顺“最美花园

村”美誉的雪溪乡大龙口村，只见

一条从村口延伸到村尾的公路开

满鲜花，路面干净整洁，路两边的

村民家门口也都种植了各种各样

的植物，一派春意盎然的田园风

光。今年，在以往积极整治村庄

环境的基础上，大龙口村再次全

力投入到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新征程中。

“这些年来，养花种草已成为

全村人的习惯。”在大龙口村村民

刘芝香的院子里，上百种花卉竞

相开放，院中还布置了小型盆景、

秋千茶座。刘芝香依托家里盖的

四层小楼，开办了有 9 间客房的

民宿，从每个房间推窗望去，都能

看到鲜花，因为这个缘故，刘芝香

家获得省市级美丽庭院称号。“有

些城里来的客人在我家的民宿过

夜，会很高兴地告诉我在这里睡

得香。”客人的称赞，让刘芝香更

有信心把民宿经营好，今年，她打

理院中的鲜花更用心了。

大龙口村的环境早已今非昔

比。以前，村里家家有旱厕，气味

就让人止步。为了改变村庄环

境，雪溪乡在2017年组织大龙口

村等村的干部们到杭州、衢州学

习先进经验。“学习回来就开始

干，党员干部带头拆旱厕，一个星

期拆除了78个旱厕，村里没臭味

了。”大龙口村党支部书记杨长鎏

介绍，大龙口村在全面消除“脏乱

差”后，想进一步用花卉装扮环

境，但起初村民参与热情并不高，

村里就动员村嫂的力量——组织

100多名妇女开会，每家领3个花

盆，自此开启全村种花模式。不

少村民种着种着就养成了习惯，

如今，许多村民家里养着上百盆

鲜花。有了花，村民也开始尝试

打理庭院。在一些村民家中，原

本随意丢弃的汽车轮胎、锅碗瓢

盆和鼓风机等杂物，也变废为宝，

“变身”特色花盆，成为乡村的别

样风景。现在的大龙口村家家有

花，处处是景，村民都是“护花使

者”，全村获评市级以上美丽庭院

的有16家，省级一家。

村里环境改善后，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大龙口村的“美

丽颜值”也开始向“经济价值”转

化：有村民在家开设民宿，有人

精心培育花卉供游人选购。因

为大龙口村持续维护着整洁优

美的环境，今年 2 月 21 日，也就

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当天，

雪溪乡第二届“二月二”农耕文

化旅游节特意选在大龙口村举

办，这场盛会为大龙口村吸引来

了上千人。有人气就有消费，大

龙口村民生产的农产品借此又

热卖了一回。

眼瞅着美好环境带来的益

处，大龙口村人对环境越发重

视。最近，大龙口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大龙口村和美乡村建设村

民承诺书，每家每户积极签订承

诺书，承诺不在房前屋后圈养鸡

鸭等家禽、不在房前屋后乱堆放

杂物柴草、不在房前屋后乱扔垃

圾等。今年起，村里每月对各家

各户环境卫生情况打分，将分数

在村务公开栏公布，以“房前屋后

发现一个烟头扣一分，一个垃圾

袋扣两分，乱堆乱放一堆扣 20

分”为评分标准，得分前十名的农

户，每户将得到100元奖金，以此

进一步促进村民自觉清理卫生、

主动维护村庄环境，共建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李艺 赖淼莲

最近，天台县赤城街道三新

村的 300 亩彩色油菜花盛开，各

地游客纷纷来此“打卡”。

“趁着这波人气，我们策划了

‘巾帼创共富巧手秀厨艺’活动，

场地就设在油菜花田间的机耕路

上，品美食、赏风景，打造热闹的

‘花间市集’。”三新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齐菊女介绍。

三新村毗邻天台山大瀑布景

区，三茅溪沿村而过，地理位置优

越。可多年来，由于村民外出务

工较多，村里土地抛荒严重。

眼看着邻近村庄办民宿、搞

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村“两委”

班子坐不住了。2021 年 4 月，三

新村决定流转回收村里的抛荒耕

地，开展油菜花与水稻轮作，发展

农业观光产业。

一个月时间，流转回收土地

198亩。为了打消观望村民的顾

虑，第一年的开田播种任务由村

干部及党员承包。经过村干部及

党员们3个多月的开荒拓土、平整

土地、播种插秧等，首期160多亩

土地种上了水稻。首批水稻种植

项目投入20多万元，为村集体带

来10多万元收入，并获得当地农

业农村局以及街道党工委奖补。

首轮水稻丰收让村民们有了

信心，也让第二轮土地流转更顺

利。今年，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

设计下，300亩彩色油菜花如期盛

开。

在赤城街道党工委的支持

下，三新村乘势举办了首届“七彩

花田·三新共富”油菜花节，并推

出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时，借助

彩色油菜花田，三新村在农田里

建设产学研基地、观光务农购物

体验区，以农带游、以游带购、以

购促农。办节期间，三新村吸引

游客上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

收。

“预计几年内，村里集中流转

土地将扩大至千亩，届时，村民除

了每年能拿到固定的土地流转收

益外，还能在村里务工，每月大概

能获得2000元以上的工资，实现

村民和集体共同富裕。”齐菊女对

发展充满信心。 崔旭川

天台三新村：

“花间市集”人气旺

到村里参加研学游的学生到村里参加研学游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