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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全面振兴，除了“富口袋”，更要“富脑

袋”。多年以来，浙江注重挖掘和传承乡村文

化，以文润土、以文润村，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深入推进文化下乡，广泛开展群众乐于

参与、便于参与的文体活动，为浙江乡村振兴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

治县有着民族特色优势。在该县澄照乡金坵

村，畲族歌舞、婚嫁表演几乎每天上演。今年

56 岁的叶章林参与演出近万场，他的唢呐一

响，全村人就知道“又有游客来了”。仅演出这

项，叶章林一年便可增收2万余元。“过去，金坵

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依托特色优

势，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金坵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兰文忠分享道。“很快我们

就要开‘村晚’了。”景宁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

金坵村文化特派员潘智慧告诉记者，“除了创收

以外，村民们本身也很喜欢参与歌舞活动，我带

村民们排练，他们的积极性很高，都很开心。”

鸡子粿、肉沉子、水索粉、咸豆浆……地处

衢江和游埠溪交汇口的兰溪游埠古镇，处处是

人间烟火气。通过“文旅+美食”“摄影+早茶”，

游埠镇打响早茶街文旅品牌，每日早晨，老街人

满为患。“江南早茶第一街”在创收的同时，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在游埠古镇生活的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满足。无论是

在老茶馆里悠闲地品茶，还是在街边小摊上享

受地道小吃，或是在古镇的石板路上漫步，都能

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和谐。“江边请，里边

请，近水楼台，游埠欢迎您！”58岁的徐先生是

地道的游埠人，退休后就回家经营自己的早茶

小馆。“早茶是每个游埠人生活的一部分，早上

起来吃一口鸡子粿，就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21 年来，

浙江深耕细作“千万工程”，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上，探索出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

“三美融合”新路径。目前，全省和美乡村覆盖

率达25.5%，建成未来乡村567个、新时代美丽

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77条。在浙江，乡村不再

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人们心向往之的“桃花

源”。

文润乡土幸福满

“梅蓉村曾是一片荒滩，那时姑娘都不愿嫁过

来。”桐庐县桐君街道梅蓉村85岁的老书记陈来春回

忆道。“我们年轻时，开渠引水、治沙改田，让荒滩变成

了绿洲。现在，用艺术建设乡村、振兴乡村，村里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绿洲要变成金滩了。”从美丽乡村到艺

术乡村，梅蓉村在一次次改造建设中实现精彩蝶变。

而今，漫步在梅蓉村的水杉大道上，只见田垄上的油

菜长势很好，顶尖艺术院校设计的公共艺术作品点缀

其间，梅蓉村完成了“脱胎换骨”。

梅蓉村的变迁是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的一

个缩影，实现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转变。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全

省在保障耕地资源的同时，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完善

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工作体系和推进机

制，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2000 亿元，成就了万千美丽

乡村。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发展经济，浦江县引进水

晶加工产业，但高利润也带来高污染。浦江县虞宅乡

的新光村就因污染变成了一个“空心村”，那时村庄仅

有28人留守。后来，在“千万工程”引领下，浦江县一

手铁腕治水，一手产业转型，新光村的水晶加工点也

集中搬迁到浦江水晶产业园。碧水复绿、青山再青，

新光村抓住机遇开设创客基地，改走“古村落+创客+

农文旅”的致富路。77岁的朱玉堂是当年参与引进

发展水晶产业的村干部，而今退休后，他又当起了讲

述新光村绿色之变的“金牌讲解员”。“2014年开始，

我从村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开始挖掘和新光村朱氏家

谱文化有关的故事。”朱玉堂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

村中诒毂堂、双井房、廿九间里等古建筑的前世今

生。“以前是坐在‘垃圾堆’上数钱，在医院病床上花

钱。现在环境好了，空气好、水好，身体也好了，我们

老百姓认为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是有利于子孙后代发

展的事。”朱玉堂说。

遂昌县湖山乡的仙侠湖是我省第三大水库。过

去，仙侠湖航道侵占严重，湖面存在大量违规养殖设

施，而传统人工巡检效率低下，水面污染反复出现。

为破解这一难题，仙侠湖创新引入无人机集群系统巡

检，开启“天眼”模式。“自从无人机上岗，我们执法更

高效了，同时节省了一大笔经费。”湖山乡综合行政执

法队执法人员翁强表示。“无人机监管让村庄道路更

通畅、村容更整洁，是守护老百姓安宁生活的‘大功臣

’。”湖山村网格员林土香对记者说。随着环境越来越

美，湖山乡依托数字治理优势，逐步培育发展软件开

发、数字应用等开源产业。这片生态宝地，已发展成

为远近闻名的科创高地、青年聚集地。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自2003年我省启动“千万工程”以来，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东海之滨，钱江之畔，万千乡村，各美其美，美

轮美奂，美美与共，绘就了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富春山

居图”。

绿水青山绘美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两山”理念指引下，

浙江在保护好自然生态和改善好村庄人居环境基础

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养生养老、文化创意等新业

态，走出了一条“美丽生财”的好路子。

云和县崇头镇梅源村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云和

梯田的前哨站。层层梯田蜿蜒迂回、四季分明，为梅

源村带来流量。“2016 年，随着云和梯田景区的发展

壮大，我回到家乡创业，将自家老宅装修成了民宿。”

季发东是梅源村的返乡农创客，除了自己创业，多年

来，面对村中也想经营民宿却无从下手的村民，他总

是热心分享自己的经验。“我们现有300名员工，九成

是当地村民和附近县城的年轻人。”云和梯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农事中心经理刘伟平告诉记者，“在2010

年景区开发之前，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到城里，不少

土地抛荒。我们在开发景区的过程中，流转回收这部

分土地，并且聘用就近村民，提供能创收的场所和机

会，渐渐地村里的人都回来了。”截至目前，当地共有

民宿40家，2024年民宿、农家乐收入预计达800多万

元。

每到假期，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归乡·八仙

积道”的白鹭营地便引来大拨游客。营地负责人赵周

翀是“90后”，当得知公司要在家乡打造文旅项目时，

他主动请缨，回乡负责新营地建设。“营地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赵周翀说。“归乡·八仙积道”以“共

富带”串联三个村庄、一条老街、一个景区、百余亩稻

田、百余亩果园。“共富带”如何实现共富？岭下镇镇

长张雪频这样回答：“我们通过八仙积道项目建设，直

接提供450个就业岗位，附近的老百姓能够实现家门

口就业。同时，我们也给地方特色农产品提供展示和

售卖平台，带动周边村民的农副产品销售。我们的新

业态，比如民宿酒店，也起到示范效应，带动老百姓自

发地打造农家乐、建设民宿，同时他们也成了‘共富带

’的一部分。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村集体、老百姓

的钱袋子鼓起来。”

借绿生“金”奔共富

“浙”里乡村蝶变
□见习记者 张枥元

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21周年，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着力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

范，绘就了一幅“美丽乡村、美丽经济、美丽生活”新图景。12月2日至8日，记者参加了由中宣部组织的2024

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深入杭州、金华、衢州等地，感受乡村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