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州湾底

产村融合书写“乡村传奇”

“耳闻古刹悠扬的钟声，目
睹田园百花盛开的丽景，听着潺
潺流淌的溪水，奏响和谐的乐曲
……”北仑区河头村山明水秀，
四季花香，被网友誉为“色彩最
丰富”的村庄。

河头是“中国杜鹃花之乡”
柴桥花木种植的起源地，90%的
村民从事花木种植、销售。去
年，花木产业农合联在河头成
立，“花事窗口”为花农提供技
术咨询，“花农早茶”是花木经
纪人交流信息的场所，“花木超
市”让花农搭上电商快车，村庄
花木产业再上发展新台阶。

同时，河头积极利用秀美的
风光发展旅游经济，种植蓝莓、
杨梅、樱桃等水果，打造集旅
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生态农

业园，成为3A级景区村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花木经济和旅游经济的蓬勃发
展，让村庄美起来、村民富起来。
去年，河头村人均收入近5万元。

如今的河头，休闲公园、阅
览室、棋牌室等一应俱全，社保
等 33 项服务可在村里一站办理。

“过去要到 5 公里外的柴桥街道
办，如今村里的社区服务让我们
和城里人一样方便。”河头村党
支部书记石志德说。坐拥田园风
光，又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城市生
活，前几年抢着进城的村民，又
纷纷搬回来住了。

北仑河头

富裕农民享受“都市生活”

本报记者 何峰 通讯员 贾红军 方敏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小
园几许，收尽春光。”鄞州区湾
底村的天宫庄园，季季有果，月
月有花，是市民经常光顾的乡村
景点。

2016 年，湾底村工贸、旅
游两大“支柱”携手并进，全村
生产工业产品超过 100种，实现
销售收入 3.6 亿元；西江古村、
植物园、天宫庄园等接待游客超
过 50 万人次。2016 年年底，全
村净资产 7.8 亿元，村级可用资
金 3000 万元。随着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
要素向湾底流动，经济活力十足。
产业兴，则村庄兴。产业发展了，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村民
增收拓展了稳定的渠道。

湾底村坚持走特色发展、生

态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主动
转型，不断站上新的“风口”，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工业发展，先人一步，攒下
丰厚家底。“当工业经济有了一
定积累，以工哺农，打造集农林
观光、科普教育、乡村体验和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都市里的村
庄、城市中的花园’，是湾底二
次发展的关键。”村党委副书记
许明君说。

小村庄有大梦想！如今，湾
底将目光瞄准第三产业。投资近
3亿元的蓝青小学已招收首批学
生，博物馆集群、蜂巢民宿等文
化产业项目正在全面建设，台湾
文创园、乡村青年度假村等蓝图
已绘就，一艘“文化航母”正呼
之欲出。

池塘碧波荡漾，道路清洁
整齐，院落精致葱茏……这些
天，走进家家有景、户户有花
的宁海县梅山村，房舍门前和
绿化带上的辣椒开始泛红，喜
庆的场景如同村民的日子那般

“红红火火”。
几年前，梅山还是一个薄

弱村，村容村貌脏乱差，露天粪
缸、猪栏随处可见。打造美丽宜居
家园，从整治环境卫生开始。露天
粪缸及猪栏被全部拆除，家家户户
的门前通上了水泥路，村民从此告
别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
日子。随着卫生保洁、绿化养护、门
前三包、垃圾分类等制度的实施，

梅山逐渐蜕变成一个大花园，“村
即是景，景即是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
民间资本的目光。由“高远文
旅”打造的“心宿无尘”民宿
开业在即，乡村音乐酒吧、乡村
图书馆、梅花山庄早已顾客盈
门。在这里，秀美的田园风光、
静美的品牌民宿、和美的乡风家
风，为游客开启一段慢生活度假
时光。

梅山村第一书记胡苗平说，
村庄将继续利用生态优势，通过

“精品民宿、精细农业、精致生
活”三个品牌的打造，加速将“美
丽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

宁海梅山

宜居环境变身“美丽资源”

“物质精神两手抓、口袋脑
袋一起富”，这是余姚市小路下
村的发展理念。

村和万事兴！小路下将村落
文化与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有机结合，让文明乡风滋
润每一个家庭。“小路下村积极
打造先进文化的阵地，为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村党委副书记陈雪静说。

村庄建造了文化礼堂、家园
馆、法治文化公园、欢乐大舞台
等公共设施，小型活动天天有，
中型活动月月有，大型活动年年
有，腰鼓队等20支文体队伍活跃
在村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极为
丰富。“爱国、守法、诚信、友
善、致富、孝德、优教、崇学、
环保、新风”，这是小路下人争
夺的“十颗星”。始于 1996 年的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每 3 年评选
一次。村里对评选出的十星级文
明户进行隆重表彰，形成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
氛围。

邻里和谐，爱心满村！今年
是小路下村妇女爱心联谊会成立
第 10 个年头，从 40 多人发展到
现在的 85 人，累计捐爱心款 100
余万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
群 合 力 开 辟 村 庄 发 展 新 天 地 。
2016 年 ，全 村 实 现 社 会 总 产 值
72.5 亿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72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43800元。

余姚小路下

文明乡风浸润村庄发展

南枕蒙顶山，北眺象山港。
自2009年以来，山水秀丽的象山
夏叶村全面推行融说事、议事、
办事、评事于一体的“村民说事”
制度。通过“说事”，说出了和谐、
说出了团结、说出了发展，说出了
形象。夏叶村随后实施了村庄梳
理式改造、文化礼堂修建、污水治
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村庄
面貌提升，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的良性互动。

近几年，村里以“村民说
事”为平台，发动群众建言献
策，凝聚干群共识，发展以“竹
乡古韵”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村
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夏叶成为团结干事和谐美、
生态宜居村庄美、乡风文明精神
美的“三美”示范村。

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家的
事大家关心。夏叶村村民张大毛
说，“决策之前，大事小事充分
协商，达成共识，促进决策。村

民对关系自身利益的事，有发言
权和决定权。”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说事”制
度，让基层民主得到加强，社会正
气得到弘扬，使农村更加和谐、安
定有序，是“有事要商量、村民能
当家、干部善干事”的基层治理
现代化的“宁波路径”。

象山夏叶

“村民说事”“说”出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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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激发
美丽乡村发展新活力，开启美丽乡
村建设新征程。近年来，我市坚持
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发展理念，统
筹协调，分类指导，全面实施农村
品质提升行动，美丽乡村建设不断
向高水平全域化迈进，为新时代美
丽宁波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我市通过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构
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拓展农
村发展边界，推进“美丽资源”
向“美丽经济”转化，培育壮大
休闲旅游、民宿经济等新产业新
业态，使“农业强起来、农村美
起来、农民富起来”。

我市乡村擦亮底色、扮靓村
容、提升气质，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
设生态宜居新家园。全市累计启
动培育中心村119个、美丽宜居
示范村 102个，启动培育美丽乡
村示范村89个、示范乡镇30个、
风景线 30 条，建设“点线面片”
结合的美丽乡村大景区、大花园。

我市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婚丧新风助推移风易俗，
家风家训传承乡村文化，涵育淳
朴文明的良好乡风。目前，全市
已打造环境洁美、生态优美、生
活甜美、乡风和美的文明示范线
23条、示范村187个，1000座文
化礼堂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

美丽乡村，美在山水、美在
人文，更美在治理、美在制度。
我市不断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
系，“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
展”，治理品质不断提升，法治理
念持续增强,“民主法治示范村”
等创新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村
民说事”“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
条”等做法得到肯定。

农民收入不断增长，2016年
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7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801。城乡低保、养老、医疗
衔接并轨，公共服务不断向广大农
村延伸，累计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
心2203个，方便了农村居民。

市农办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十
九大报告所指引的道路方向，牢牢
把握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坐标、
新特征、新要求，把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以城乡融合
的理念、转化促进的路径、统筹协调
的体制、分类创建的方法，加快打造
美丽乡村升级版，走出一条美丽乡
村托起农村繁荣振兴的新路子。

近日，笔者走进鄞州、宁海、余
姚、象山、北仑等地，探究我市广大
乡村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实践
和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启美丽乡村建设新征程开启美丽乡村建设新征程

美丽乡村是实施“名城名都”战略
的题中之意，是美丽宁波建设的重要内
容。新时代、新趋势、新使命，美丽乡
村建设的方向路径、目标任务、方法举
措等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适应这一新变
化，建设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美丽乡
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考题。美丽
乡村建设要“形神兼备”。既有形态之
美，又有神韵之美，形态之美包括山水
美、人居美、环境美，神韵美包括风俗
美、人文美、记忆美、乡愁美，两者要
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尤其要注重保护
和传承乡土、乡音、乡情所形成的乡土
文化。美丽乡村建设要“内外兼修”。
既要“面子”，也要“里子”，既要有靓
丽的外表，也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要依托“美丽资源”大力发展“美丽经
济”，注重做强农村产业，把民宿经
济、电商经济、租赁经济、股份经济等
新经济、新业态做大做强。美丽乡村建
设要“见物见人”。要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美
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把人的素质提升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把满足农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合力建设既有颜值
又有内涵的美丽乡村

市农办副主任 王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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