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雅萌

黄墙黛瓦，古韵悠悠，梯田层叠，

星空璀璨……在浙赣皖三省交界处，

隐匿着一个海拔 680 米的古朴村落

——开化县长虹乡高田坑自然村。这

个占地面积不足10公顷的小山村，却

在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1.16万余名游

客，其中多数是观星爱好者。

“高田坑是真子坑村的一个自然

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跟随开化县

长虹乡真子坑村党支部书记江国兴的

脚步，漫步在村中，黄泥夯土房、青石

板路、古老廊桥……相继映入眼帘。

“现在上山的公路很方便，而在过去，

村民需要徒步 80 多道弯。”江国兴回

忆道。

得益于“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

高田坑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子在 2009 年实现道路硬化通

车后，逐步实施河道整治、截污控源、

治水造景等工程，并对无人居住、年久

失修的农房进行集中修缮，在村庄入

口、道路等重要节点“微改造、精提

升”。

“通车后，村子因海拔高、空气通

透、光污染少等优点，很快被一群星空

观测爱好者发现了。”江国兴说，“观星

宝地”迅速“出圈”，高田坑村因此名声

大噪，成立了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村内的茶社、

书屋、手工坊、文化馆，均保留了古民

居“黑瓦黄墙”的外观，而在内部装饰

上则添加了不少与星空相关的元素。

“对老宅修旧如旧，维持原生态风光、

原真性风情，是高田坑村发展旅游业

的核心。”“锦上云宿”民宿负责人、乡

村运营师陈卓告诉记者。

“在保护好古村落风貌的前提下，

我们将‘星空IP’作为主线贯穿整个项

目，逐步打造了集观星、民宿、餐饮、研

学、艺术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星宿高田’

星空主题度假区，用更丰富的业态为

游客提供更深入的体验，从而创造可

持续的经营模式。”陈卓说，为实现这

一目标，村子与当地国企开化县两山

集团合作，她所在团队被聘请为运营

方，统一将村里统一收储的45栋闲置

古民居进行集中改造，建成方志馆、艺

术画廊、星空书屋等公共业态区域和

高端民宿集群。“去年‘双十一’期间，

‘锦上云宿’900 余间客房满员，销售

额超60万元。今年暑期和夏季的‘英

仙座流星雨季’，民宿入住率则高达

90%以上，‘黄泥屋’变成了‘黄金屋’。”陈

卓笑着说。

村庄复兴，村民受益。“这里的蔬

菜全是我亲手栽种的，村里每天给我

100元的报酬哩！”当记者行至半山腰

一块菜园旁时，偶遇了正在小憩的余

贞林大伯。刚迈入 60 岁的余大伯向

记者透露，他负责为村里“星宿高田”

项目的餐馆供应新鲜蔬菜，他的妻子

在民宿从事保洁工作，每年也有3.6万

元的收入。

“除了为农户创造就业岗位、增加

房租收入外，高田坑村还利用高山地

区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

高山蔬菜和冷水鱼养殖项目，依托‘钱

江源’区域公用品牌和‘钱江源国家公

园’IP，实现农产品溢价增值。”开化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村还依托古村落的文化旅游资源，定

期举办“晒秋”等活动，为村民提供农

产品销售平台，促进增收。

高田坑村，一个曾经鲜为人知的

偏远山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游客争

相探访的“网红村”。数据显示，2023

年，全村共吸引国内外1.8万余名观星

爱好者和游客，村集体经济收入超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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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变迁

（上接第1版）

如德清县在全省率先建

立县域遥感监测影像常态化

采集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全

域数据采集，获取覆盖全县的

0.05米级无人机影像，通过分

析不同时期的影像，精准监测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

题，可为全县10多个遥感监测

场景每年节省资金约 2000 万

元。

衢州市创新发展集秸秆

焚烧、森林火灾、农村违建、农

村垃圾乱堆放等多项监测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飞一次”智

慧巡检模式，目前已覆盖全市

14个乡镇255个行政村，日均

巡检200余架次，更好地服务

了乡村基层治理。

台 州 市 则 建 立 了 中 国

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

驾驶员协会）首家华东地区

（浙江）无人机操控员考培一

体化基地，通过加强与低空服

务、无人机销售企业的合作，

推动当地低空经济发展。

“我县将加快形成以低空

物流整体解决方案为牵引的

产业生态系统，力争到 2027

年，建成全国低空智慧物流总

部经济新高地，乡村物流配送

航线突破100条，年货物配送

量突破5000吨，每年节约物流

配送成本千余万元。”桐庐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2018年植保无人机纳

入中央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目

录以来，我省持续发挥补贴政

策杠杆作用，推动相关产业发

展。近3年，我省累计补贴3891

台，补贴资金达4240.8万元。”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将继续开展农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并坚持

数字赋能，鼓励北斗、5G、AI

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农机装备

融合，加大无人驾驶、自动感

知、智能终端等数字化装备推

广力度，加速开拓低空经济新

蓝海。

近年来，柯桥区持续实施

强村工程，全域组建强村公

司，有力推进村强民富。尤其

是今年2月以来，该区以地域

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空

间有余为标准，创新开展乡村

共富联合体改革试点，成效初

显。

谢家坞村位于柯桥区兰

亭街道，是当地“芳湖雅韵”乡

村共富联合体的核心村。近年

来，该村成立村级强村公司，通

过党建联建、项目联动、专业运

营，实现村级增收、农民致富。

去年，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530 多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6万多元。

“今年以来，‘芳湖雅韵’

乡村共富联合体通过先富帮

后富，强村带弱村，努力探索

共建共享、共兴共富的发展路

径。”谢家坞村党总支委员赵

铭标告诉记者，目前，“芳湖雅

韵”共富体已累计开展助农惠

农、人才下乡、直播带货等活

动4场，为当地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

“今年 2 月，我区批复确

定谢家坞村等 8 个村为乡村

共富联合体发展改革试点。”

顾巍说，至今已谋划建设项目

39 个，吸纳 482 个农户就业，

核心村增收760余万元，带动

发展28个周边及薄弱村集体

增收1300余万元。

在敢闯敢试中抓改革，在

盘活资源中促发展，在抱团联

动中奔共富，柯桥的农村“改

革饭”越吃越香：去年，全区全

面消除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

收入120万元以下村；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5299 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

1.582。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10月22日上午，浙江农

业农村微信公众号上线十周年暨“浙

农帮帮团”联盟成立仪式在绍兴市柯

桥区举行。

十年来，浙江农业农村微信公众

号作为政策发布、信息传播、互动交

流、助农服务的重要窗口，为唱响浙

江“三农”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 3 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官微联

动专家帮助养殖户解决沼虾养殖难

题一事在全网刷屏，总传播量超 1.76

亿次，成为我省以机关效能建设促营

商环境提升的一个典型案例。今年4

月，厅官微又重磅推出“浙农帮帮团”

服务专栏，官微团队深入基层一线、

了解农户需求，通过技术指导、政策

解读、农产品助销等，为农民群众提

供精准服务，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问

题，实现了“一地帮扶，多地共享”的

服务效果。

据了解，“浙农帮帮团”由省市县

三级农业农村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矩

阵及专家团组成，首批入驻专家包括

来自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的 89 位行业

“高手”，涵盖粮油、畜禽、淡水养殖等

领域。在活动现场，专家团更是“把脉

门诊”，耐心解答农户提出的各类问

题，收获了一大拨好评。

“我的手机是 24 小时开机，随时

接听农民的电话。很荣幸成为‘浙农

帮帮团’专家团首批专家。希望联盟

能有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让我们科

研工作者更加及时高效地了解产业问

题、解决产业问题，为更多的农民朋友

排忧解难，提供更多便捷有效的服

务。”“浙农帮帮团”联盟专家团代表、

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遗传育种室主任高

强表示。

“省农业农村厅官微是一个非常

实用的平台，在我们和政府、专家之间

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一想到身后

有‘浙农帮帮团’联盟专家团的排忧解

难，我们做农业就有了更大的信心和

更足的底气。”官微粉丝王姑娘笑着点

赞道。

“‘浙农帮帮团’联盟成立是农民

所需，更是政府部门为民服务的责任

所在。”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秉承为农宗旨，冲在助农一

线，强化全系统高效联动，共享服务资

源，提升服务效能，为广大农民朋友提

供更快捷、更精准、更周到的服务，开

辟“三农”政务增值化服务新路径，做

深为农服务“后半篇”文章。

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官微十周年大事记，发布了“浙农

帮帮团”联盟倡议书，公布了“浙农帮

帮团”专家团首批入驻专家名单。

“浙”西边，在古村观星辰
农业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上接第1版）

位于柯桥区平水镇的王

化村，因位置偏远，发展受限，

曾是有名的“空心村”。近年

来，王化村积极引进“金秋家

园·长塘头”共富项目，打造

“金秋家园”养老综合体，发展

茶叶等产业，初步探索出一条

以惠及老年人为切入点，以吸

引城市居民养生养老为核心，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农田

和闲置劳动力的“王化模式”，

促进村庄发展。当地“探索

‘王化模式’打造强村富民乡

村集成改革实践样板”成功入

选全省乡村振兴最佳创新案

例。

王化村的发展变化在柯

桥不是个例。自 2017 年启动

“闲置农房激活”计划以来，柯

桥区紧扣“全域联动激活”理

念，出台全省首个《闲置农房

盘活利用准则》，积极探索创

新捆绑式激活、合作式激活、

共享式激活等多种激活模式，

着力构建闲置农房开发利用

长效机制，改革成效显著。截

至去年底，全区共引入社会资

本 23.83 亿元，激活农房建筑

面积 78.78 万平方米，增加农

民收入11663.08万元，增加村

集体收入9031.59万元。

柯桥区农业农村局农村

经营与改革科负责人顾巍表

示，近年来，柯桥区创新推进

闲置农房全域激活改革、多

跨推进基础信息数字化改革

等，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复

制的柯桥经验成果，让广大

农民在改革中分享到了更多

成果。

盘活资源，发展有看头

抱团联动，增收有盼头

联盟成立，助农更给力

近日，永康市前仓镇农民在收获“舜芋”。永康“舜芋”俗称毛芋，是当地特产，具有个大皮薄、肉色粉糯、耐储存等特点，

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今年“舜芋”丰收，种植户通过客商收购和网络直播等方式，把“舜芋”销往各地。时宽兵 摄

““舜芋舜芋””丰收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