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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峦 苍 翠 、 溪 流 淙 淙 ， 山 、
水、村，凝聚成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

余姚市梁弄镇湖东村投入 300
余万元，通过清淤、修建拦水坝，
畅通了水系，提高了水质；海曙区
古 林 镇 蜃 蛟 村 新 建 护 岸 2780 米 ，
新打造景观绿化总面积 5 万余平方
米，一改往日脏乱差的面貌；慈溪
市观海卫镇三塘头村相继完成河道
疏浚 5 条，生态护岸 1850 米，新建
桥梁 1 座，种植绿化面积 2150 平方
米，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水生态
环境⋯⋯眼下，“五水共治”让许

多村庄旧貌换新颜，散发出别样魅
力。

位于鄞州区云龙镇的云龙村，
是全镇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四
面环河。治水前，村子周边存在畜
禽养殖污染河道等现象，通过优化
水生态环境等多项措施，云龙村
发生了美丽嬗变。同时，该村将
端午文化、龙舟文化融入美丽河
湖建设工作中，沿山干河获评省
级美丽河湖。如今，云龙村依托
治水，建成了集观光、休闲、度
假、健康于一体的“水美村庄”。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北仑区小

港街道合兴村，村域面积 2 平方公
里。此前，穿村而过的小浃江主干
河 道 行 洪 排 涝 标 准 不 足 ， 水 质 较
差，河岸景观凌乱。“五水共治”以
来，北仑区以流域为单元开展“生
态型河道”的治理工作，提高小浃江
行洪排涝能力，改善合兴村周边区域
环境，真正实现了水清岸绿、花木簇
拥的生态。去年 8 月，以青山绿水
为背景，宁波小港第五届葡萄音乐
马拉松嘉年华在合兴村举行，激情
马 拉 松 、 草 坪 音 乐 节 、 丰 富 美 食
摊，吸引近千名市民前来感受别样
夏夜。

打造水美乡村 营造宜居环境

记者 余建文

4 月 10 日 ， 奉 化 西 坞 街 道
2021 金峨杜鹃花文化旅游节拉
开帷幕。尽管今年村里没有大张
旗鼓宣传，又加上连日来春雨绵
绵，但依旧挡不住众多游客从宁
波、奉化等地赶来，与金峨村的
杜鹃花来一次春日“约会”。

峰峦叠翠的金峨山上，有一
片面积 100 多亩的杜鹃林，这是
宁波单片面积最大的野生杜鹃
林。每年四五月，一人高的杜鹃
花绽放，丛丛叠叠，满山流霞。
从 2016 年起，金峨村依托这片
杜鹃花海，办起乡村“花事”节
庆，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
宁波又一处赏花网红景点。“每
年短短 10 天的赏花季，有 10 多
万人次游客到村里打卡游玩，人
气越来越旺。”金峨村党支部书

记周康健说。
以花为媒，深度推进全域乡村

旅游。在周康健看来，这不仅是为
了给金峨村聚人气扬名气打品牌，
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旅融合，开拓村
民视野，以精品化推动村庄花木产
业提质升级，“花木+旅游”双管
齐下，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金峨村是宁波有名的花木村，
有 400 多户人家，家家种花木，也
是全省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山
上绿色银行，山下别墅成行”。但
近年来，由于花木价格大幅下滑，
金峨村花农遭受重挫，收入直线下
降 。“ 金 峨 村 虽 然 有 3000 余 亩 花
木，但品种较为单一，多为茶花、
樱花等传统品种，市场竞争力不
强。”周康健说，有规模无规划、
有产品缺精品、有数量少质量，是
金峨花木产业的短板。

长期以来，金峨村花农习惯了

粗放式栽培模式，花木种在山上，
任其“土生土长”，缺乏精细管护
和 创 新 意 识 。“ 村 里 多 年 生 的 茶
花，每株只卖 20 多元，可到了金
华花农手里，嫁接成为四季茶花，
小小一盆就能卖二三百元。”周康
健说，这是为别人“作嫁衣”，“要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才能打破原
有产业瓶颈，走出新的发展之路。”

在今年的杜鹃花文化旅游节
上，除了山地自行车赛、乡村美食
宴等保留节目外，最大的亮点莫过
于村里新建成的农业公园。公园占
地 20 余亩，引入各类树木、花卉
500 多种，并设置山石溪流，展现
日式庭院、英式花园和中式园林三
种不同风格的造园艺术，置身其
间，犹如走进了小型的博览会，游
客无不惊叹赞美。

公园负责人、宁波朴石园艺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开元就是金峨

村人，从事花木生意 20 多年。他
介 绍 ， 造 农 业 公 园 累 计 投 资 近
2000 万 元 ， 之 所 以 舍 得 大 投 入 ，
除了要做成一个景点，更要成为一
个示范，给金峨及周边村的花农以
直观认识，“让大家懂得花园是什么
样子，家庭园艺怎么搞，微盆景怎么
做，从而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这是
今后花木产业的发展趋势。”

“花木是金峨的核心产业，不
能放弃。”周康健说，要依托良好
生态环境和节庆人气，发展全域旅
游，打造全年可游可玩的景区，从
卖花木向卖风景转变，并推动村庄
花木产业提质升级。村里还引入外
来投资，建起中高端定位的“吾居
吾宿”民宿，双休日一房难求，今
年村里又新开了一家民宿。

周康健说，金峨村还是个“天
然 氧 吧 ”， 今 年 新 引 入 网 红 直 播
等，进一步打响该村“杜鹃谷”品

牌，并带动小笋、手工年糕等土特
产销售。等 23 省道完成拓宽后，
村庄交通更为便利，旅游环境越来
越好。

接下来，村里准备进行土地集

体流转，将部分低效花木田改造为
精品园，结合现有景点，打造成旅
游景区，吸引客人留下来，同时也
能帮助花农就地就近销售花木盆
景，提升收入。

农旅融合，奉化金峨村破解花木产业瓶颈

金峨村新落成的农业公园 （余建文 摄）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王文娜 单海涛

山川相依，碧波微澜。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民生做文章，在防洪排涝、节水治水、供水排水等方面均有建树，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而许多市民感受最深切的，莫过于身边一个个因为治水而焕然一新的村庄。

前不久，由宁波市水利局、宁波市治水办（河长制）办公室牵头评选的2020年度宁波“水美村庄”名单正式出炉，鄞州区云龙镇云龙
村、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北仑区春晓街道三山村等35个村获评“水美村庄”。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水美村庄”100个。

“我们考评‘水美村庄’，除了
考察村庄水环境整治项目建设情
况，水系环通效果和水质感官情况
外，最重要一点就是提升百姓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宁波市水利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水美村庄”
打造中，有的村充分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有的村充分调动百姓积
极性，各地涌现出不少可圈可点的
特色做法。

镇海区庄市街道光明村，以人
口、河道数量为参照标准，划分七
个网格，安排 4 名村级河长。自
2015 年起，该村以网格长、河长
为基础，村干部与群众携手整治村
庄环境。更重要的是，村庄如何治
水、何时治水，都通过“说事”充
分听取民意，真正实现治水由村民
说了算，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奉化区尚田街道鸣雁村建立了
河道管理领导小组，由村党支部书
记担任组长。平日，该村聘用 4 名
专职环卫工人，对村内道路、河道
进行保洁；周末及节假日，该村充

分发动群众力量，村内巾帼义务队
等经常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志愿服
务全年不打烊。

鄞州区云龙镇冠英村严格落实
“河长制”，明确河道保洁责任人，
定期安排河道巡查人员对河道旁的
垃圾、漂浮物进行打捞，并在河道
醒目位置设置公示牌，建立日常巡
查和长效保洁机制，从源头控制污
染。

据悉，近年来我市强化顶层设
计，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高品质水
生态环境供给的有益探索。借助

“水美村庄”创建行动，开展镇、
村水环境治理、河道清淤等项目，
完成河道整治 2600 余公里；以乡
镇 （街道）、村庄为单元，有序推
进 29 个试点乡镇 （街道） 的水环
境整治项目，完成 468 个村庄的水
环境治理项目。下步，我市将进一
步推动“水美村庄”建设工作，着
力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湖美的美丽
乡村，让老百姓感受河道生机与魅
力的同时，进一步带动乡村振兴。

打造水美乡村 提升百姓幸福

墩岙村墩岙村 （（高红梅高红梅 供图供图））

位于北仑区滨海新城门户区的
三山村，近年来在有关部门支持
下，先后对青龙溪坑全线、三山双
狮东头门山塘、凤山宣化寺实施了
水环境提升工程。在治水中，该村

依托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等优势，
探索出一条“治水+旅游”的新路
子。

如今的三山村，不仅有观光采
摘、垂钓娱乐等与当地水文化相融
合的休闲旅游项目，还借助村庄的
山水竹林、溪坑景观、游步道等资
源，打造了“乡村民俗游、田园休
闲游、民宿情怀游、港口文化游、
汽车工业游、体育健身游”6 条精
品旅游线路，实现旅游开发与治水
的良性互动。目前，该村年接待游
客约 5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00 万
元。前不久，三山村还获评 2020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系我市唯一
入榜的乡村。

无独有偶，位于象山县泗洲头
镇最南端的墩岙村，依山傍水，靠
近灵岩山，面临蟹钳港，处于“宁
波 1 小时”交通圈内。该村明确以

“水清景美的生态环境带动村庄农
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为目标，搭乘

“五水共治”的顺风车，对村庄环
境进行大力改造。

如今的墩岙村山清水秀，南湖

边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分布有致，映
衬着青山倒影，有着江南水乡的迷离
秀美、妙趣天成。村内，宽敞的道路
干净整洁，粉刷一新的民房色调一
致，“山海林田湖村”自然生态系统
相得益彰。通过治水释放的红利，墩
岙村形成了民宿、烧烤、垂钓、农业
采摘、水上乐园等旅游业态，并紧抓
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发展机遇，四方
游客络绎不绝。近年来，该村已先后
获得省 3A 级景区村、省美丽乡村特
色精品村、省美丽宜居示范村等 70
余项荣誉。

宁海县前童镇鹿山村，更是以
水为媒带动旅游发展的典范。鹿山
村是革命老区，位于前童古镇核心
区，每逢周末来村里打卡的游客络
绎不绝。该村所在的古镇水系文化
底 蕴 深 厚 ， 先 祖 童 濠 按 八 卦 原 理 ，
将 村 落 按 “ 回 ” 字 九 宫 八 卦 式 布
局，又引白溪水入村，形成“家家
有活水”的独特水环境。这几年，鹿
山村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称号，其耕读文化、五匠文化更是独
具特色。

打造水美乡村 推进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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