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仙居县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图

为埠头镇永安溪畔的大陈坑村水碓头移民新村，一派秀美的生态乡村新景象。 陈月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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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的家宴中心摆酒席就是好，我们自

己买菜、请大厨、配菜单，经济实惠又卫生，且氛

围不输大酒！”近日，在长兴县夹浦镇长平村家宴

中心门口，村民臧卫新对家宴中心赞不绝口。

走进该村家宴中心，崭新的地砖、宽敞的大

厅、统一的桌椅、明亮的灯光让人眼前一亮，舞

台、音响、空调等设施一应俱全，地面干爽无水

渍，墙上的文明用餐公益广告、租用标准等一目

了然。进入厨房，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不锈

钢整体橱柜、分区明确的洗菜池……让人感觉仿

佛进入了一个迷你版的酒店中央厨房，后厨的墙

上张贴着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留样制度、厨

师管理制度等，确保农村家宴美味又放心。

近年来，长平村把移风易俗作为深化乡村文

明行动的重要抓手，探索打造“新风村宴”服务品

牌，通过开展入户宣传、党员干部带头签约承诺

等主题实践活动，逐步形成崇尚节约、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

在举办宴席的过程中，村和治理事会成员全

程参与监督和管理，严格控制宴席规模和形式，

遏制攀比风、人情风等不良陋习。据统计，长平

村家宴中心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举办结婚、周

岁等“新风村宴”35场，通过减少桌数、降低餐标

等举措，让村民既有面子又节省了不少开支。

“我们村的家宴中心很受欢迎，除了本村村

民，隔壁村的村民都来预约，周末的排期几乎都

满的，目前已预订到明年5月。现在大家的勤俭

节约意识越来越强，每次宴席结束，村民都会将

剩菜打包回去。”长平村妇联主席陶菊云说，该村

将依托家宴中心，进一步号召村民从自身做起，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营造乡风文明新风尚。

赵斌 陶俊

“我们这里山好水好景好，一到周末

或节假日，人气很旺。”金华市婺城区安

地镇三潭村王大坑自然村村民叶新建边

招待客人边说。

三潭村距金华市区约 1 小时车程，

途经安地水库，沿途美景引人入胜。村

子四面群山环抱，竹木葱茏。在叶新建

家门前，清澈的龙潭溪顺流而下，一株

900 年的香樟耸立门前，庭院宽敞又整

洁。“上周末家里来了12个客人，8间客

房全都住满，两天收入3600元。”叶新建

说，以前在村里收入有限，他和爱人只好

外出谋生，现在在家门口就可赚钱，这多

亏了村里的“幸福计划”。

三潭村是东周村、山道村和王大坑

村于 2019 年撤村合并的新村，共 800 多

名村民。过去，资源有限，地处偏僻，村

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村民纷纷外出谋

生，留下了大量闲置农居、农田。

为了激活本村产业和资源要素活

力，拓宽村民的致富路，三潭村“两委”多

次深入调研，发展认养农畜、托管代种、

自行耕种、房屋租赁等多种形式的“一站

式”山村体验项目，即“幸福计划”项目。

该项目以“共享农房”“共享菜园”为依

托，采用会员制，实现第一、第三产业的

深度融合，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幸福计划”项目会费一年

5000元，“会员福利”包含入住三晚民宿

和拥有25平方米共享菜地，每周两次送

菜到家。另外，每逢特定节日还有土特

产礼包相送，农味十足。

“这些节日礼包，基本是村民自产自

销的土猪肉、土鸡蛋，还有根据季节供应

的茶叶、笋干、蜂蜜等。”三潭村党支部书

记邱富清说，截至目前，第一期“吾家南

山”共享农房项目已开放运营，首批200

个会员指标全部销售完毕。

“幸福计划”圆了城里人的“田园

梦”。首期会员邓美玲说，几乎每个周

末，她都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到三潭村享

受家门口的“诗和远方”。“在这里，孩子

们可以在菜地里体验农耕，院子里可以

露营烧烤，天热的时候还可以下溪玩水，

别提多开心了。”邓美玲说。

目前，三潭村已引进第三方公司运

营“幸福计划”项目。其中，投资1600万

元的二期三潭新村（会客厅、健康驿站）

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预计可提供会员客房 55 间，有

望明年5月试运营，建成后可为400名会

员提供住宿保障，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200万元收入。

“幸福计划”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还带动了当地土特产销售。邱富清

说，二期项目完工后，将带动 30 多名村

民就业，村集体还集中流转了 80 亩土

地，平日要有12人专门负责种收、分拣、

包装，忙时还要聘请临时工。游客的到

来也带动了村民家中土特产的销售。去

年，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 130

万元。 孙武斌

“去年3个月卖了一万朵鲜切荷花，今年推

出荷花花束和竹筒荷花，仅一个多月就卖了8000

多枝。”在海宁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双山村“武

莲海种”基地旁的共富工坊里，“新农人”方苏芬

正忙着给荷花打包，每隔一天她要给花店送货。

盛夏，200 亩“武莲海种”基地里，万余株荷

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前不久，海宁经济开发

区、海昌街道启动第三届荷花农文旅共富季，吸

引了众多游客赏荷景、品荷韵、尝荷味。“单枝荷

花售价 5 元，花束 15 元一束，竹筒荷花 30 元一

筒，荷花节每天能卖近 2000 元，比意料中要

好。”方苏芬说。

双山村的荷塘源自海宁与武义的一次“荷”

缘。2020 年，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打造“武莲海

种”示范基地，这是一个山海协作农业共富“飞

地”项目，既助力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车门村增收，

又促进海宁市海昌街道双山村蜕变。

2021年，荷花盛开，“武莲海种”基地成为海

宁人赏荷花的网红打卡地，数以万计的市民纷至

沓来。第二年，当地乘势举办荷花文旅活动，打

造荷花文化 IP。据统计，连续三届活动成功举

办，每届吸引超过10万人次游客。“以前这里是

农田，晚上黑漆漆的，现在一到荷花盛开，就有很

多游客来。配套设施都有了，我们晚上也有地方

散步，看看演出，生活更惬意。”村民仲叶松感叹

荷花文旅活动给村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双山村党总支书记吴恺介绍，基地通过灵活

就业和固定用工等方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

低收入群体就业，形成莲花、莲蓬、莲子产业链，

带动双山村村民收入增加100余万元。未来，双

山村将积极探索开展“赏花+餐饮”“赏花+旅拍”

等复合型业态，丰富游客的体验内容，延长“赏花

经济”产业链条，让山海协作的“荷”产业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徐东琴

日前，天台县平桥镇峇溪村的王德

恒革命英雄纪念馆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十余位师傅从清晨忙碌到傍晚。“这几

年，我们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纪

念馆逐渐建成，峇溪村村民林本铁兴奋

地说。

自 2013 年起，峇溪村秉承“以文为

魂，融合创新”的发展理念，开启了一段

乡村文旅共富的崭新征程。

峇溪村的大变样，不得不提到一个

人——峇溪村党总支书记王林辉。10多

年前的峇溪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村庄环境较差，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民空守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秀的文化

底蕴，却不知道如何利用。

2013年，王林辉放弃在外经商的事

业，回到家乡。在其他村大刀阔斧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之际，如何让已经落后的

峇溪村实现弯道超车？文化成了峇溪村

的“财富密码”。“我从小就听着王德惠、

王德恒、王文甫这些志士文人的故事长

大，这些就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资源。”王

林辉说。

出生于峇溪村的著名画家王德惠老

先生听闻后，非常支持王林辉的想法，无

偿向村里捐赠包括油画、国画、书法等60

多幅作品。2015 年，占地面积 400 多平

方米的王德惠书画馆落成。

随着“全市第一座乡村书画馆”的建

成，峇溪村一时间名声大噪，前来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如何使这波“流量”转化

为“留量”，激发村庄发展的内生活力，成

了迫在眉睫的事。

峇溪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

“文化+山水”就如纸墨交融，在前期充

分调研后，王林辉决定发挥当地能人的

力量，创新实施“个人投资+村集体参

股+农户持股”的模式引进带富项目。

这一举措得到了当地能人的积极响应和

支持。

利用村口闲置荒滩地，峇溪谷乐园

一期项目应运而生，为峇溪村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该乐园占地面积约15亩，

一期总投资800万元，包含蹦蹦床、摇摆

桥、人力过山车、卡丁车、萌宠体验等30

多个体验项目。建成后，直接为峇溪村

提供就业岗位7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上班，昔日荒滩地变成可共享红利的

“金银滩”。紧接着，环溪游步道、峇溪风

情水上餐厅、云涧露营基地依次建成，峇

溪飞腾峡漂流项目也升级为融狂欢节、

露营节、音乐节等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

户外休闲项目。

2023年，峇溪村年接待游客超过10

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100余个，整体项

目经济收入突破 500 万元，村民户均增

收超5.4万元。

除了建设王德恒纪念馆，做强文旅

产业外，峇溪村还做深农业产业。峇溪

村成立专业合作社，注册商标，种植加工

溪头黄茶，第一期规模达 200 多亩。目

前溪头黄茶已进入市场，取得了良好口

碑，为峇溪村的共富事业再按上一块产

业拼图。

如今，这个山水相依的村庄已经实

现了华丽转身。“一方面，我们依托现有

文旅资源，办好‘三农学院’，上线水上乐

园、露营基地等文旅项目，开拓多条研学

路线，让村里的文化氛围更浓厚；另一方

面，常态化举办文旅活动，让村民的精神

生活更丰富。”王林辉说。

杨日鑫

“幸福计划”圆你乡村梦

两村“牵手” 共富花开

“新风村宴”焕发新气象

打好“文化牌”“铸魂”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