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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本报自今日

起推出“乡村行 看变迁”专栏，分别选取浙

东、浙南、浙西、浙北和海拔最高的一个村，通

过记者实地探访，见证浙江乡村发生的精彩蝶

变，挖掘其背后的发展“密码”。

东经122.4°，北纬30.1°……10月初，天

气凉爽，从舟山朱家尖码头乘船，航行2个多

小时，记者来到浙江最东端——东极岛。

东极岛并不单指一个岛屿，而是对舟山市

普陀区东极镇所辖所有岛屿的总称。其中，庙

子湖岛、青浜岛、黄兴岛和东福山岛为4个有

人岛。

庙子湖岛是游客踏上东极诸岛的第一

站。作为整个东极的主岛，这里不仅是电影

《后会无期》的拍摄地，也是“里斯本丸”号船营

救事件的发生地。这座陆地面积不足 3 平方

公里的小岛，充满了故事感。“你看这墙上的

画，都是渔民自己画的。”“以前这街边的农房

都是闲置的，现在都成了漂亮的民宿，好多游

客打卡咧……”庙子湖村民梁银娣向记者诉说

着小岛的变化。

近年来，舟山市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充

分挖掘海岛海洋资源，着力实施“小岛你好”共

富海岛行动。东极镇以此为契机，收储庙子湖

岛内的闲置民房，进行统一粉刷美化，激活民

宿经济发展潜力。

“这两年，岛上还引进了不少精品民宿，这

也倒逼不少本地民宿转型升级。2023年，庙子

湖共有 27 家民宿完成升级改造，占岛上民宿

总量的20%。”东极镇渔农业渔农村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胡攀进介绍。依靠民宿产业，庙子湖

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

庙子湖岛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以上群体

达到70%以上。

位于东极岛最东端的东福山岛，则以“追

光岛”为功能定位，依托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

与特色石景，大力发展徒步游等户外运动，打

响了“东海福岛文旅石村”主题IP。在这里，游

客可以顺着老街的石阶而行，路过一片又一片

饱经风雨的石屋群，漫步到福如东海、东海第

一哨、白云庙等景点。这里还是观看日出的最

佳地点，全国大陆居人岛的新世纪第一缕曙光

照射点就在此地。

胡攀进介绍，近年来，东福山岛围绕“小岛

基础设施提升”和“小岛产业导入”等，总投资

6000万元，先后实施了大树湾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大岙老街打造等5个项目，均已完工。以大树

湾石屋群项目为例，当地针对东福山海岛特色，

对低效利用和空置无人的石屋进行统一收储及

修复，通过盘活海岛闲置土地资源，进一步丰富

东福山岛旅游业态，增加村级造血功能。

修缮保留的石屋、石桥等古建筑及石铺古

道，让古村的“颜值”出众。“原本破旧的老家成

了风景区，我靠着那老房子，还增加了40多万

元收入呢。”大树湾村村民朱仕兴家的老宅便

在收储房屋之列，谈起村里的变化，他脸上满

是笑意。如今的大树湾，已成为集民宿集聚村

落、乡村休闲目的地、健康养生基地、研学基地

于一体的全新海岛综合体。

创新乡村业态，人才是关键。2022 年 9

月，东极“共富港湾”乡创基地挂牌成立。去年

以来，当地又以引导青年农创客等为核心，发

展包括桌游、轻食、书吧等在内的27家全新业

态。“东极的活力，要依靠青年的创造力。我们

希望通过乡创基地的优惠政策，不断丰富岛上

的小微业态，为游客提供更别致、更独特的海

岛体验。”东极镇副镇长张耀表示。

与此同时，东极镇还整合 199 家民宿，打

造“蓝海民宿共富工坊”，让广大渔农民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致富。目前，全镇四岛“蓝海民宿

共富工坊”已吸纳 127 名低收入渔农民就业，

人均月增收达 3500 元，直接带动民宿就业人

员1800余名，帮助491名退捕渔民实现家门口

转产就业。

昔日偏远的海岛渔村，已蝶变为欣欣向荣

的旅游岛。去年，到东极镇旅游的人数达 31

万人次，创造旅游收入3.85亿元。

向东，感受“湛蓝”的幸福

□本报记者 李军

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横坎头村是浙东抗日

根据地的旧址群所在地。近年来，这个“浙东

红村”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让“村强民富”的梦想照进了现

实。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 100 万人次，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403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49982元，成为浙江实践红色乡村振

兴的一个生动写照。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现有6854个

老区村（社区）。近年来，浙江坚持和深化新时

代“千万工程”，全力实施红色乡村振兴计划，推

动红色资源与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等深度融合，加快绘就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

兴、农村全域共富的浙江画卷。如今，这“一抹

红”已成为推动浙江乡村全面振兴的鲜亮底色，

发挥着为乡村发展赋能铸魂的重要作用。

这抹红，涵养了文明乡风。红色文化是新

时代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精神引领。近年来，

浙江各革命老区科学系统地对红色乡村文化

资源进行挖掘、保护和利用，持续发扬革命老

区精神的新时代价值，建设和打造了一批革命

老区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和青少年研学基地，并将革命精神融入乡村治

理，为红色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活力。杭州市

萧山区衙前镇凤凰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

农民运动的发祥地。近年来，当地依托衙前农

民运动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基地，营造浓厚的红

色文化氛围，在共富路上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双丰收。

这抹红，助推了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浙江的革命老区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积极推进红色文化与影

视文创、休闲观光、农耕体验、教育研学等深度

融合，延长了乡村产业链、优化了产业结构，培

育发展了一批高质量的红色乡村农文旅产

业。与此同时，多地还通过“红色+”的产业模

式，推动革命老区“土特产”发展壮大，为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提供新动能。这些年来，作为

全国 12 个重点革命老区之一的“浙西南革命

老区”所在地，丽水大力推动食用菌、茶叶等

“土特产”出村进城越洋，成为助推丽水山区乡

村产业振兴的“红色引擎”。

这抹红，激活了人才引擎。乡村振兴，人才

是关键。近年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浙江的革命老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引领

作用，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主题演

讲等活动，不仅使更多青年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到

奋进的力量，还使他们看到了红色乡村的发展潜

力，进而为乡村振兴聚人气、增底气。作为革命

老区县，近年来，安吉出台一系列有力举措，吸引

更多青年入乡发展，点燃了振兴红色乡村的新引

擎，推动“星星之火”加速形成“燎原之势”。

加快推动红色乡村振兴发展，浙江步履不

停。今年4 月，浙江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实

施红色乡村振兴计划的通知》，开展红色建筑

保护修缮、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革命老区“土特

产”发展壮大和革命老区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等

行动，实施100个革命老区乡镇红色乡村振兴

项目。日前，我省又印发《进一步深化实施红

色乡村振兴计划十条支持举措》，加快推进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忆往昔，论今朝。在“浙”里乡村，这“一抹

红”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正被持续挖掘并有

效利用，绽放出新时代瑰丽华彩。

浙 农 观 察

（上接第1版）

资源要素配置的流向在变，但重农

富农理念没有变。党中央一以贯之重农

强农，推动农业政策实现了从“多予少取

放活”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转变，城

乡生产要素也由农业农村单向输入工业

和城市，走向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更加突出对“三农”的全方位支

持。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动摇，

推动人力投入、物力配置和财力保障向

农业农村倾斜，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一是聚焦产业富农，实施“土特产富”

改革，创新“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优化“土特产”发展平台体系，健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三

品一标”培育机制。二是聚焦金融支农，

健全“政银险担基”一体化乡村振兴投入

体系，完善惠农资金政策集成机制。三是

聚焦人才兴农，完善青年入乡招引机制，

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训制度，创新现代“新

农人”创业孵化体系，优化乡村人才服务

保障，推动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

工农城乡关系的演进在变，但城乡

共存规律没有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城

乡发展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兼顾，

再到城乡统筹，现在迈向城乡融合的历

史演变。但不管城乡比重如何变化、关

系如何演变，城市与乡村始终是共生共

存的有机整体，这一客观规律没有变。

要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

城市和乡村在融合中“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一是实施未来乡村改革，坚持和深

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健全乡村规划体

系，创新乡村建设管理机制，完善农房改

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工作体系和推进

机制，探索现代化先行片区建设运营模

式。二是实施“四治融合”改革，强化县

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完善村级事务准

入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后陈经验”，深化移风易俗改革，创新乡

村数字化治理。三是实施服务增值改

革，优化线上“一网通办”集成办理模式，

健全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推进机制，构建

“农呼我为”服务体系。四是深化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改革，推行由常住地登记

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锚

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稳妥推动农

村改革重大举措落地见效，不断健全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提高精确

发力和精准落地的能力，在更高水平、更

深层次上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农村增活力。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

创新相结合，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

制，鼓励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推行“村民

说事”“农村小微权力清单”等基层制度

创新，带动改革向纵深推进。二是坚持

系统集成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联动

“地、产、人、富、融”等集成改革，实施农

业标准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民职称

评审制度、强村公司、“多规合一”等一批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切口改革。三是

坚持把握主线与守牢底线相结合，始终

把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为改革的

主线，牢牢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

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的底线，稳妥推进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试

点、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等改革。四

是坚持先立后破与不立不破相结合，探

索建立改革评价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

切实掌握好节奏、把控好风险，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确保改革有条不紊推进。

乡村行 看变迁

“浙”里乡村“一抹红”

10月9日，义乌市举

行传统庙会庆丰收活动，

充分展示“非遗”民俗活

动的文化魅力。图为演

员们在义乌市后宅街道

表演英歌舞。

龚献明 摄

传统庙会传统庙会
展示展示““非遗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