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何加快转化是各地都在探索

的一个时代命题。与其他地方

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不同，大

溪源蝴蝶谷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布局实施三产融合，摸索出了一

条从生物多样性到生物产业化

再到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使村

民的营收更多元化。

“我们的‘金山银山’就是我

们的山水资源，我们利用山水资

源养殖蝴蝶，建养殖基地，打造

特色养殖业。”牛彪介绍，除了蝴

蝶养殖基地，还新建有萤火虫养

殖基地。“从去年开始养窗萤和

扁萤，今年七八月就能成功培育

养殖60万只以上，相比其他地方

每平方米10—15只的密度，大溪

源的萤火虫密度可达到 25 只以

上。”目前村里在建的民宿就是

为了观赏萤火虫，到时萤火虫会

飞到民宿里。

为更好地发展大溪源蝴蝶

谷旅游经济、做好蝴蝶知识科

普、提高蝴蝶的附加值，浙江蝶

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今年4月直

接在村里落户了生产线。“景区

自然展览馆陈列的蝴蝶标本有

780 个，昆虫标本 820 个，鸟类标

本50个，鱼类和两栖类标本100

个，我们的工厂都能生产，这个

工厂并不单单服务大溪源景区，

还卖给全国其他景区、学校，我

们不愁销路，愁的是生产力。今

年以来，已有 100 多万元的订单

量。”牛彪说。

目前，大溪源村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景观建设、道路基础设

施、研学课堂等改造提升。黄维

业期待在今年七八月，以梦幻、

壮观的蝴蝶、萤火虫景观，营造

仲夏的浪漫，迎接八方来客。

小投入大产出 打造温州版“阿里山萤火虫朝圣地”

小蝴蝶引发大效应，大溪源村

“蝴蝶经济”的振翅，带来了留守

村民家门口就业、青年人“归巢”创

业的“蝴蝶效应”。在外经商的村

民黄维钱因为喜欢乡野生活，2014

年回乡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

“大溪源变美了，住在这儿感

觉心情特别舒畅。我看着蝴蝶谷

一步步建起来，大家把个人利益

放小，把集体利益放大，未来就会

越来越好。等景区成熟后，村民挑

着农产品在家门口就可以卖‘风

景’了。”看好大溪源蝴蝶谷旅游

项目，黄维钱不仅把自家打造成

大溪源梦觉小院民宿，房前屋后拾

掇出美丽庭院，还从零开始学习，

当起蝴蝶谷蝴蝶养殖技术人员。

随着“蝴蝶经济”的发展，像

黄维钱这样的“归巢”青年越来

越多。大溪源村已累计开办 14

家农家摊位、2家农家乐、1家茶

馆，每年仅游客餐饮、农产品采

摘等，就可为村民创造50万元的

额外收入，进而激发村民参与保

护生态、做优生态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把

大溪源村打造成共富理想家园，

让村民在这安居乐业。”牛彪说。

陈怡

小蝴蝶大效应 吸引青年人“归巢”创业

余姚市鹿亭乡中村引进“树蛙部落”“鹿

山亭”等中高端民宿，将曾经破旧的老屋升级

改造成为外观朴素简单、内部新颖时尚的特

色民宿，吸引游客慕名而来，还留住了客人。

图为中村的“树蛙部落”民宿。

陈结生 陈周宵 摄

日前，泰顺县大溪源蝴蝶谷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凭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研学和带动共

同富裕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成为温州市首个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该基地坐落于泰顺县大

溪源村，是以蝴蝶、萤火虫等昆虫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交流体验基地。

蝴蝶养殖、研学培训、标本制作……在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二课堂”之外，大溪源蝴蝶谷

做深“蝴蝶经济”，为“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泰顺县罗阳镇大溪源村“破茧而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前，笔者走进大溪源蝴蝶谷，探寻这里“蝶变”的“蝴蝶效应”。

小试水大成功 打造生物多样性超级村庄

大溪源村位于重峦叠嶂的

峡谷地带。古老的村居散落在

溪畔，石桥下溪水清澈，构成了

“小桥、流水、人家”的山乡风韵。

不过，“天生丽质”的大溪源

村过去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

村里家家户户散养家禽，整条溪

流污浊不堪，溪流两侧杂草丛

生，河床狭窄，古朴村貌遭受严

重破坏。2011 年，在外经商

的黄维业当选为大溪源村

村主任，一直琢磨着带领村

民致富的他，干的第一件

事，就是进行大溪源村貌整

治。修建乡村步道、生态公

厕、污水处理等生活基础设施，

借助当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优

良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和后

天努力，大溪源村成了大家心目

中的世外桃源，先后获得省级湿

地公园、AAA级景区村等多项荣

誉称号。

蝴蝶 ，被誉为“会飞的花

朵”，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中

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格外

青睐泰顺这片生灵的沃土。为

充分释放蝴蝶资源禀赋，2020年

6 月，泰顺县因地制宜选择大溪

源村“试水”蝴蝶研学旅游，开发

建设大溪源蝴蝶谷项目，2020年

10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

依托与县旅发公司“企村共

建”体验地开发模式，大溪源村

化自然资源为生态资本。据统

计，2021 年以来，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达到132万元，相较于5

年前增长近 5 倍。2022 年 7 月，

大溪源体验地被列入省生物多

样性体验地培育名单，为加快体

验地的“转正”步伐，地方政府与

企业紧密配合，在成立合资公司

共建的基础上同向发力。

在大溪源村一处山头，新建

成的占地 100 亩的蝴蝶养殖大

棚，是国内第一个标准化的蝴蝶

养殖基地。“以前的养殖房属于

‘靠天吃饭’，去年我们投了1000

多万元，建成这种自动化的养殖

培育基地。”浙江蝶雅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人牛彪说，目前，

体验地培育蝴蝶品种超过 100

种，新一批成虫正在培育中，预

计今年 7 月，游客会在这里被翩

跹的蝴蝶惊艳。

“欢迎来到‘舍宅

趣野·一米田园’。去

年年底，这里还是杂草

丛生，现在咖啡馆开起

来了，认租模式也开始

运营了。”5 月 23 日上

午，在天台县白鹤镇下

宅村“一米田园”，村党

总支书记汪飞飞向游

客热情描绘荒地的“绿

富美”巨变。

盘活闲置土地 80

亩，号召党员和村民开

展环境整治，大力推进

书吧、茶吧、露营项目

招商，开发农事体验项

目，探索“一米田园”认

租新模式……在下宅

村的不断努力下，集休

闲观光、户外拓展、休

闲会务、果蔬采摘、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休闲

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

开业 2 个月以来共有

2000 余名游客慕名前

来，创收20余万元。

“不仅游客想来，

我们自己也爱来，唱

戏、烧烤、乘凉……现

在这里景美了，人多

了！”村民褚天壮对家

门口的变化赞不绝口。

去年以来，白鹤镇通过干部领、党员包、

群众干，发挥党建力量整合闲置土地、做优环

境整治，去年全镇共整合利用 3 万平方米的

拆后土地、闲置荒地，开展“一米田园”村庄绿

化美化，书写“‘党建红’带动‘生态绿’”的新

篇章。

在上联新村“三百六十行古巷”，也散落

着许多“一米田园”，悠悠老街、古宅遗韵与田

园风光相融合，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

“原先这些‘边角料’土地，是村居环境整

治的痛点、难点，种上花草后，垃圾不见了、废

料不堆了，村居环境越来越美了。”上联新村

党总支书记卢永忠带领村委班子、党员，整合

荒废土地、屋后空间，种上花草，让田园风光

“流进”古巷，自然与人文景观在这里和谐共

生。今年 3 月，上联新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一米田园’，不仅能为集体增收，也能

为乡村增色。”天台县白鹤镇党委书记徐威表

示，小小的“一米田园”，让乡村的风景好了、

人气旺了，村民腰包也鼓了。

王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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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蝴蝶带来致富“蝴蝶效应”

特色民宿引客来特色民宿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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