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产业引“活水”

幸福村地处金华城区西郊，距离

市中心7公里。

秋高气爽的10月，笔者漫步在幸

福村，只见小洋房鳞次栉比、村道宽敞

整洁，不少农户房前屋后种满了花草，

美丽乡村风景如画。

“村民都下地干活去了。”正在村

办公楼办理业务的村民李绍明说，“我

们村的人很勤劳，只要走得动，六七十

岁的老人都在田里干活。”

赵锦茂说，幸福村虽然地处城郊，

但以前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村民们

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村里的环境也不

尽如人意，村集体经济更是捉襟见肘。

变化从 2006 年开始。“2006 年，我

们依托‘千万工程’，开始村庄整治，

然后利用金兰中线改造等契机，决定

带领村民走一条致富路。”方锡伟说，

通过考察，他们决定将苗木作为发展

产业的一个抓手，并由村干部带头种

植。

经过多方努力，慢慢地，幸福村成

了远近闻名的苗木种植专业村，客商

纷至沓来，村民不需要出门就能将苗

木销售出去。到2016年，村里苗木种

得好的农户，年销售额达几千万元，差

的也有二三十万元。

“种的第一批红叶石楠苗，我们家

就收入3万元，用来修地基，随后，我们

每销售一批苗木就买一些造房子需要

的材料，就这样慢慢造起了一幢二层

半的房子。”中午12时左右，笔者碰到

刚从田里忙完回家吃中饭的邢燕华一

家。今年56岁的邢燕华说，她和丈夫

身材都比较矮小，外出打工不占优势，

加上当年她患有气管炎，一家人生活

很艰苦。“当时我们家住的是危房，下

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邢燕

华的女儿宗悦说，“我清楚地记得，那

时候我家是困难户，别的小朋友缴纳

学杂费时用的都是整票，而我则是五

元十元的零票。后来，我爸妈种起了

苗木，家里的生活条件才慢慢好起

来。现在我们有房有车，在外面还买

了房子，妈妈的气管炎也治好了。”说

起现在的幸福生活，宗悦连连说“想不

到”。

幸福村的“幸福密码”

“金华有个幸福村喽，幸福村里晒

幸福喽……一晒幸福村村民真幸福、

二晒智慧农村真幸福、三晒环境卫生

真幸福、四晒精神充实真幸福、五晒村

上小孩真幸福……”一首《幸福村里晒

幸福》唱出了幸福村村民特有的幸福

感。

村民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有了

余钱，这些年幸福村村集体累计投入

资金1000多万元，对村容村貌进行整

治，完成了自来水管网改造、路灯安

装、乡道改造、村中道路硬化、生活污

水处理，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村不仅关注年轻人的发展、

小孩子的成长，还关注老年人的生活，

村里专门开办了老年食堂，每天给 80

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两餐，并送餐上

门。”57岁的王秀芬是村里雇来专门给

老人做饭送餐的，每天上午10时半，她

会准时将做好的一荤一素饭菜送到43

位老人手中。“怕我们老人走出去吃饭

不安全，村里派人送上门，我们不用自

己掏一分钱。”87岁的宗金花和她90岁

的丈夫王阿苟从王秀芬手里接过饭

菜，就向笔者展示起当天的菜单：红烧

肉和白萝卜。“晚上吃鱼和豆芽，每周

都有食谱。”宗金花乐呵呵地说，现在

的生活太幸福了。

“未来，我们将做好这几件事，让

村民的幸福感更强，幸福村的幸福更

长。”方锡伟说，一是与燃气公司商谈，

让家家户户通天然气；二是拆除原先

的文化礼堂，规划建设一个综合性的

文化礼堂。此外，我们村目前有60岁

以上老人350人，为让老人们真正老有

所养，我们设想在村里建一个医养一

体的养老中心。

一幅村美民富人幸福的画卷正在

幸福村徐徐展开。 吴俊斐 张辉

幸福村里幸福长

“我们幸福村犹如村名一样，村美民富凝聚力强，幸福感满满的……”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今年76岁的赵

锦茂笑开了颜。赵锦茂是金华市婺城区乾西乡幸福村的会计，也是该村发展变迁的见证者、记录者，在他的电

脑里记载着该村近年来获取的各类荣誉，其中包括获得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国家级荣誉一项，获得浙

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等省级荣誉13项，金华市文化示范村、金华市文明村等市级荣誉12

项。

“1999年，村集体账面存款只有300多元；现在，我们村集体账面存款有1000多万元。”幸福村党支部书记

方锡伟说，“幸福村的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幸福村富裕起来的村民头脑更活

络了，眼光不再局限于本村，而是紧跟

市场，主动出击谋求更好的发展。

“现在村里有了专业的苗木经纪

人，销售规模比较大的经纪人就有 14

个，他们不仅帮助本村村民销售苗木，

还走南闯北，帮助各地种植户销售苗

木。”方锡伟说。

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户，也开始走

出村，将产业向外拓展。陈兆平一家

就在外租了五六十亩地种植苗木，“我

们家种植规模不算大的，有些村民走

得更远，他们去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寻求新的发展。”陈兆平说。

“这几年苗木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市场和用户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

性化需求与苗木产业低端的产品和服

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方锡伟

说，我们村将进一步引导村民种植精品

苗木，以适应市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

与个性化需求，让产业更上一个档次。

主动出击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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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通元镇丰义村似乎有一

种特别的魅力，让住在这里的人和

来这里游玩的人，都不想离开。

20世纪80年代，丰义村依托丰

富的石料资源，开始了规模化开矿，

村集体经济迅速崛起。“石炮一响，

黄金万两”，生动描绘了资源带来的

财富。1985年，丰义村工业产值破

百万元，领跑全县。村里鼓励村民

购电视机，每台补助百元，推动电视

机普及，使丰义村成为嘉兴市首个

“电视村”。靠山吃山的丰义村，富

了。

然而，丰义村长期靠山吃山，导

致生态遭到破坏。2006年，丰义村

开始转变思路，推进“千万工程”，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关停村里所

有石料厂，逐步恢复因采矿损毁的

植被，对废弃采场、采坑等全面复绿。在青山绿水

间，丰义村变美了，它将自然赋予的“美丽资源”，

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美丽经济”。

近年来，丰义村依托矿坑湖区、田园绿道及农

家民宿，构建了集观光、采摘、民宿、康养、研学、教

育于一体的3A级乡村旅游综合体，并荣获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森林乡村及省级多项美丽乡村殊

荣。今年上半年，景区吸引游客超48万人次，旅游

收入达2201万元。

小村变美，更要变强。丰义村通过“微改造、

精提升”策略，精心策划小型工程，涵盖绿化美化、

道路优化、浮桥建设及停车场升级等，融合多元业

态，如木心居民宿、艾文化产业园等，同时引入萌宠

乐园、机车俱乐部、乡村咖啡吧等网红元素，有效吸

引并留住游客，促进乡村经济繁荣与共同富裕。

在丰义村，还隐匿着一座绿意盎然的茶山，每

年，满园飘散的茶香不仅吸引人们前来体验采茶

制茶，同样也吸引着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去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丰义村是嘉兴市唯一入

选地。经过精心策划与公开拍卖后，这块3.6亩的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成功，将用

于茶产品的体验和展销馆建设，一个集茶文化体

验、产品展销与乡村旅游于一体的新地标即将拔

地而起。

“项目建成后，茶厂将迁入新址，而原址经过

精心规划与改造，将成为一个新的招商亮点，吸引

更多业态入驻，进一步丰富我们村的旅游景观和

产业结构。”丰义村党委书记奕国华的话语中，透

露出对未来的憧憬。

一片小小的茶叶，为丰义村带来了发展的多

种可能。矿坑茶园项目将茶园与空置村屋变身宫

崎骏式美景，构筑独特茶旅体验；丰义村乡村会客

厅项目将融合传统与现代，全方位呈现茶之魅

力……从种植到销售，再跨界文旅，丰义村正构建

以茶为核心的多元化产业体系，焕发勃勃生机。

此外，丰义村还整合景区土地资源，加快招商

引资进度，对接省文旅厅、省文旅研究院调研矿坑

旅游，积极争取各类文旅项目落地。今年已引进

投资200万元的矿坑茶园项目和投资1100万元的

“海之眼”矿坑文旅项目。眼下，当地又与更多企

业机构洽谈，探索长期合作模式。

如今，一场关于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变革

正在丰义村铺展，它不仅带动经济结构的重塑，更

是一场乡村文化与生态和谐共生的新探索。

许钟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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