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4 日， 中新社记者随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媒体团来
到浙江龙游县溪口镇。

龙游是“中国竹子之乡”。在
溪口老街上的“一盒故乡”竹居
生活馆里， 竹编巨龙、 水壶、足
球、竹蜻蜓等一个个用竹、木制
成的精美手工艺品吸引着游客
们的目光。走进竹居生活馆后面
的工坊，记者看到溪口镇八角殿
村竹编手艺人徐明光和罗金兰
正在埋头制作。

据“一盒故乡”创始人、返乡
创客姜鹏介绍，工坊邀请并签约
了当地竹编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们参与创作，并将新的理念与传
统竹编技艺融合，使竹产品更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 姜鹏说，通过
直播等方式销售竹制品，去年销
售额达 1500多万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溪
口镇， 游客的周末可以这样度
过： 带孩子参加一场主题研学；
在溪口老街品尝当地美食；到
“一盒故乡” 欣赏非遗竹编手艺
和工艺品；聆听一场“纳凉音乐
节”； 去手绘装饰风的民宿住下
来…… 溪口镇过去是一个黄铁
矿职工生活区；十余年前，随着
产业转型， 大量人员和资金撤
离，生活空间闲置，镇子不复往
日的热闹和风光。 2019 年，溪
口镇乘着浙江省持续深化“千万
工程”的东风，开始探索“乡村未
来社区”概念，加快推进交通、教
育、医疗、文化配套设施集聚，实
施环境综合整治， 出台人才政
策。 随着文旅项目不断进驻，镇
子的人气又回来了。 最近一年
来，将各种文旅业态“串”起来
的， 是溪口镇的主题研学项目，
目前有非遗竹编、 陶艺手作、自
然农耕、户外拓展和手工制作五

类。 溪口研学中心负责人周寒梅希望，通过研
学这个小业态，可以进一步撬动乡镇的文旅产
业发展，让每个业态每天都有客人、都有生意
可以做。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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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龙游

编者按：近日，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助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切实服务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5 月 24 日，中央媒体“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走进龙游，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十多家中央媒体和浙江日
报、潮新闻等省媒聚焦龙游高质量发展新突破、新成果，以及“千万工程”在龙游的生动实践开展了调研采访。 本报选编部分报道，以飨读者。

“风景美如画，幸福踏歌来。 ”行走在浙江广袤
大地，一个个高颜值的美丽乡村扑面而来，一幅幅
村美人和的共富画卷徐徐展开。

2003年，为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浙江率先
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
万工程”），实施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

日前， 记者走进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詹家镇
浦山村， 只见一座座七彩斑斓的彩绘民宿和民宅
点缀其间，宛如置身于童话世界———

不远处， 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畲乡人正跳着
竹竿舞与游客欢快互动；另一侧不远处，一辆高铁
列车正呼啸着疾驰而过。

然而，就在 10 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红泥土路逼仄，生猪养殖场环境“脏、乱、差”，交通
出行极其不便……

“我们曾创下 10 天内关停退养三大生猪养殖
场的纪录。 ” 浦山村支委钟铭告诉记者，“千万工
程”实施以来，浦山村以环境整治为起点，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截污纳管、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农村
公厕提标改造等“三大革命”，同时积极推进乡村
微改造、精提升，逐步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依靠民族特色风貌和美丽乡村环境，2019 年，
浦山村以“童话亲子+畲乡风情”为主题，通过场景
塑造、社群营造和产业再造，打造出集花园、田园、
乐园等于一体的未来乡村公园， 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综合体。

“我们的村集体收入已从 3 年前的 20 万元增
加到 100多万元。 ”钟铭喜滋滋地说，“今年‘五一’
期间，村里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可热闹哩！ ”

农房变客房、田园变乐园、资源变资产，美丽
乡村建设正不断催生出“美丽经济”。

缺少资源优势，也没有产业支撑，地处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的妙山村， 如今也显示了蓬
勃的新业态活力，同样得益于“千万工程”的实施。

2013年，汪士良返乡种植黄桃，成为村里发展
新型农业的第一人。 从 5 亩地到 50 亩地，黄桃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收入也越来越多。 2020年，汪士
良探索“农旅”跨界，办起了农家乐，种植的黄桃在
村里就能直接销售。

游客络绎不绝，黄桃也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
村民在他的带领下一起种植黄桃。“现在村里有 20
多户在种黄桃，效益还不错，每亩能有 1 万元的收
入。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啦！”谈起致富故事，汪士
良不好意思地笑了。

和汪士良不同，90 后民宿主理人赵丽敏是在
2021 年与妙山村结缘的。

“山清水秀的环境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但当时
并没有足够的休息去处。 ”赵丽敏向记者讲述她辞
去城市高管， 来到妙山村的故事，“对房间的改造
并不需要过多修饰，通透的落地窗，就能让游客开
门见山，满眼皆景。 ”

闲庭、猫狗、诗书，赵丽敏过上了自己理想的
生活，也为他人提供了诗意栖居的好去处。 去年，
妙山村新增 30 余家本地民宿及农家乐， 吸引了
200 多名年轻人返乡创业， 实现接待游客 36.5 万
人次、旅游业收入超 1 亿元。

无独有偶， 乡村环境的改善也为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契机。 作为曾经的浙东革命根据地， 近年
来，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
通过优化升级“红色+绿色+特色”乡村产业发展模
式，横坎头村形成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1+6”绿色
生态产业体系。 从蓝莓、杨梅到猕猴桃、覆盆子，当
地的特色蔬果都是美丽田园的经营内容。 据了解，
横坎头村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从 2017 年的 32.4 万元、27568 元， 增至
2022年的 366.34万元、47108元。村民的腰包鼓起
来了，幸福感也不断提高。

“千万工程”气象万千，如何通过进一步提升
和深化让它绽放光华， 助力打造更多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坐落于金华市义乌后宅街道的李祖村找
到了另一条“破局”之道。

在“十亩时光共享营社”来一次浪漫露营，在
“猫的小院”边听音乐边撸猫，在“南瓜家糖水铺”
品一碗糖水、闻一院花香……漫步在这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清幽雅致的古村落，随时随地都能与一
段文艺范儿的慢生活不期而遇。

近年来，李祖村以国际创客村为定位，以乡村
文创为助力，通过创客空间、乡村研学、非遗项目
等多业态布局，着力打造“千万工程”升级版，将美
丽乡村的建设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美丽经济”。

“我们充分利用村里的闲置农房，打造集创业
指导、创业孵化于一体的众创空间，并通过创客大
赛、创客培训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提供系统的成长
方案。 ”李祖村运营团队负责人金靖告诉记者。

现如今，李祖村已集聚国内外创客 200 多名，
涵盖业态种类 50 多个，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情在这里竞相涌流：80后龚毅
梅扎根“造物社”，精心耕耘着她心中的手作事业；90
后楼沙漠霜带着古老的蓝染技艺创办了“沙漠的染
坊”，用恬适惬意的田园生活承载起父女两代人的梦
想；00后的唐一心和她的小伙伴们因猫结缘“猫的
小院”，用心用情接力爱的传递……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
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蝶变为“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昭示着“千万工
程”的内涵之变，更折射出乡村振兴的需求之变。

在衢州市龙游县溪口镇未来乡村社区， 在小
南海镇团石村，在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等，
一路走来，记者都强烈感受到一种可喜的变化，即
从“美丽乡村建设”到“美丽经济”的悄然升级。

“浙江省持续推进‘千万工程’20 年，才有了今
日的美丽乡村和美丽经济。 一方面，生态修复、污
染治理、民居改造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
入，这种投入会转化成美丽乡村和绿水青山；另一
方面，合理利用美丽乡村及其生态和人文资源，发
展镇村绿色产业，也能转化为‘金山银山’，这是另
一种转化。 ”乡村振兴研究知名专家、湖州师范学
院王景新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五色凤凰装啰，绚丽映朝阳来；山哈一曲唱
浦山啰，好一座森林山庄。 ”浦山村的畲乡人把美
好生活写进悠扬的歌声里， 歌声停留在笑意洋洋
的脸上，飘进享受美好生活的心里……

来源：光明日报

5 月 26 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文章《浙江：诗画乡村点亮“美丽经济”》，点赞龙游县詹家镇浦
山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截污纳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农村公厕提标改造等“三大革命”，以及依靠民族
特色风貌和美丽乡村环境走出发展新路的做法。

浙江：诗画乡村点亮“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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