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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乍起，细浪跳跃，落日的余晖洒满云和湖面，搅
起满湖碎金。

周末时光，坐落在云和湖畔的溪口村一下子热闹起
来，村里的农家乐忙着招呼过往的游客。因瓯江帆影慕
名前来的游客，一边沐浴微风，一边享用佳肴，大家都沉
浸在小村庄的惬意时光中。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
弱村三年行动计划的深入，溪口村因地制宜，奏响产业转
型、农旅发展的最强音，展现出美丽乡村的生机与活力。
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8万余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2
万元。

溪口：绿色致富路 满眼山水美
本报记者 严晶晶 吴梓嫣 林汐 兰荣霞

一个金点子为乡村“吸粉”聚人气

“大伙儿再加把劲，收割机又快收割好一片油菜地啦，咱

这菜籽粒分离得加快速度嘞……”5月 24日，记者来到浮云街

道溪口村，只见村里的百亩花海基地里机器轰鸣，十多位村民

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收割、筛选、铺晒……

看着一袋袋鼓囊囊的油菜籽，大家满是丰收的喜悦。“我

们这片油菜花田以前是荒废拆除的老厂房，没想到现在变成

能给我们村民带来经济收益的花海基地。”谈起这片生出“希

望”的油菜花田，村民纷纷为打造花海这一“金点子”竖起大拇

指点赞。

溪口花海所在地的前身是浙南制药厂旧厂区，制药厂外

迁后，旧厂区逐渐废弃。由于年久失修，旧厂区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且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影响了村庄环境以及旅游项目

开发进度。在多方努力下，我县对这块占地 2.5万平方米的废

弃厂区进行集中拆除，并作为云和湖旅游开发总体规划的一

个重要节点。

“过去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民家庭收入单一，

村集体经济薄弱，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少年轻人希望返乡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项宗华告诉记者，2017年下半年，溪口村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利用这块闲置土地开发旅游项目，规划

种植油菜花——打造溪口村花海主题公园，发展乡村旅游。

溪口村花海主题公园在保留原地块部分厂区旧址风貌的

基础上，以“听花开的声音”为主题，用湖光山色等作为点缀，

形成四季花海园和沿湖风光带的观光路线。

看花，游云和湖，吃农家菜，成了很多游客的选择。尝到

种植油菜的“甜头”后，村里又谋划秋季在花田种植红高粱。

“3月至 5月种植油菜，其余的时间也不能让土地闲置着，

在 2018 年油菜收割后，我们首次种植了红高粱。到目前为

止，已种植三季油菜花，两季红高粱。两季的红高粱我们已经

酿成酒，全部卖出能够获得 48万元左右的收益。”项宗华告诉

记者，溪口村积极打造本土农产品品牌，并通过“线上＋线下”

的模式进行销售，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家门口种花，也让我们这些老人家有活干，有钱挣。”已

经 70多岁的溪口村村民刘芳荣激动地说，百亩花海基地不仅

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让村里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到农忙时，村民们在田里干活，全年下来能够赚得 4000 余

元。据介绍，溪口村油菜籽年产量达 8000余斤，产值达 5万余

元；红高粱每年能够酿出 1.3万斤酒，3年时间，有望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60余万元。

一张照片激活“美丽经济”促发展

坐落于“十里云河”风景线上的溪口村是拍摄瓯江帆影的

好地点，每年都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前

来创作。溪口村也通过摄影家的镜头走红网络，因此延伸出

的观光、休闲等产业同样发展得风生水起。

“瓯乡人家”是溪口村村民杨爱莲开办的民宿，坐落在公

路边，紧挨着云和湖。今年 50 多岁的民宿主人杨爱莲，平时

她最喜欢站在三楼阳台眯着眼睛，看着玉带一般的湖水和郁

郁葱葱的苍山，似乎看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致富路。

多年前，杨爱莲与丈夫办的养殖场陷入困境，亏损40余万

元。一身债务的杨爱莲被迫做回了老本行——裁缝，攥着从亲

友那借的800元钱，背上一台缝纫机，踏上了前往温州的打工路。

2015年“五一”小长假杨爱莲回家过节，公路边排起长龙

的车队和如织的游客让她看得有些“傻眼”了。一打听，原来，

这些都是来“十里云河”风景线和“石浦花海”的游客。

“虽然之前从亲友的微信里看到了一些村里的变化，但眼

前的场景还是让我震撼了，很意外。”杨爱莲作出了一个决定

——回溪口村办民宿。

在溪口村，像杨爱莲一样捕捉到乡村振兴机遇的村民越

来越多，如何借助地理环境优势，打造溪口乡村旅游品牌也成

了摆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考题。

去年以来，我县谋划推进三江口区块整体开发建设，将完

成溪口村原浙南制药厂老厂房、局村村“烧烤坪”、三潭自然村

等三个区块的勘测定界工作，努力把三江口区块打造为浮云

街道的一张旅游金名片。

过去在外打工的溪口村村民赵云看到家乡的发展也回到

村里开办民宿，他告诉记者，他投资近 200万元将自己家老房

子进行改造，开起了郿坞民宿，村里环境变好，前来游玩的人

也越来越多，沿湖的郿坞民宿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百亩花海”，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三江口区块开发

了，我们的民宿生意一定能更好。”赵云满怀期待。

一条绿道串联风光抢先机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如果说溪口村百亩

农田是一首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壮美诗篇，那么云和湖环湖

绿道溪口段就是穿行其中的清辞丽句。徜徉在乡间绿道，既

可感采菊东篱的悠然，又能欣赏瓯江帆影的诗情画意。

随着云和湖绿道溪口段的完工，每逢节假日，结伴到溪口

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云和湖绿道目前规划 94公里，以步行

骑行综合道为基础，融合“生态景观、童话休闲、船帮文化”等

元素，打造全国知名的滨水休闲绿道。

“绿道建成后，将有力带动沿线村庄和生态产业的发展，

让‘十里云河’沿线的一个个村庄和景区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变

成抱团发展。”项宗华说。绿道完工后，不仅能带动村庄旅游

发展，还能为村民提供一个锻炼好去处。

“十里云河”乡村风景线起始于规溪村，沿瓯江迤逦而行，

途经规溪、小顺、长汀、石浦等 16个行政村，终点至国家 4A 级

景区——云和湖仙宫景区所在地金水坑村，全长 31公里。溪

口村是“十里云河”风景线上的重要节点，同在风景线上的多

彩规溪、红色小顺、沐水长汀、龙门渔家都是云和名声大噪的

“网红村”，随着绿道的建设，更好地将周围村庄的资源进行整

合，形成“美丽联盟”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绿道的修建不仅为村庄发展抢占了先机，也让溪口村民

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以前茶余饭后走路都是沿着马

路走，存在着安全隐患，现在绿道建在湖边，风景好又安全，我

们也像城里人一样饭后‘遛弯’了。”溪口村村民刘伟军说。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溪口村不仅与周边村庄“风光抱

团”，还努力“抱团取暖”发展村集体经济。“我们打破村域界

限，和庄前村、云章村联建光伏项目消薄，项目总投资 244 万

元，按目前的电价计算，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益 8 万元左右。

从花香到油香，红高粱到高粱酒，我们期待能开发出更多全产

业链项目，为村集体和村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谈及村子

的规划，项宗华对溪口村未来发展满怀憧憬。

青山绿水，帆影穿梭，村舍相连，烟火相望。远远望去，云

和湖畔的溪口村身姿摇曳，尽显风情。

刘海波刘海波 摄摄

幸福代言

颜少玲：“这几年，我们溪口村环境越来
越美，村民生活条件也提高啦。花海基地建
起来，种植和收割的时候我们参与其中，像
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门口也能挣钱
了。”

刘申章：“这片油菜花田以前是荒废拆
除的老厂房，现在变成了能给我们村民带来
经济收益的花海基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赏花，而且村庄环境越来越好，绿道逐渐建
设完工，不仅为我们村民提供了一个锻炼的
好去处，而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希
望村庄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的生活也越来
越好。”

记者手记

对于浮云街道溪口村，“花海”已经成为
发展的关键词。记者在溪口村蹲点采访时，
正巧遇见村民抢收成熟的油菜，田间地头一
派丰收的景象，我们真切感受到村民们增收
的喜悦。

“花海”无疑是溪口村致富路上的关键
词，它不仅改变了溪口村的“面子”，也让村
集体经济实现跨越性增收，改变了溪口村的

“里子”。
眼下的溪口村迎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继

续深耕绿色致富路。在云和湖畔、在油菜花
田、在农家庭院里，我们已经感受到乡村发
展新的律动。在奋斗的汗水中，在创新的脚
步中，在绿水青山的乡村美景中，一起期待
溪口村更美的致富故事，相信农村一定能成
为更多人向往的的美丽家园。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