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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青华 郦莎

枝繁叶茂的各种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造型别致的景观……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走进浙江省诸暨
市枫桥镇新择湖村，耳目一新，心旷神怡。这是今年当地正在大
力建设的美丽乡村新景观。

如今在诸暨，一个个美丽乡村精品村正陆续登场，日益嬗变
为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融合
发展的新高地，乡村生活成为了新风尚。

自 2016年起，诸暨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围绕“打造富裕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工作主题，不断拓展美丽
乡村建设内涵和外延，完成了新村建设“轮一遍”、四大精品区块

“拎一把”、历史文化村落“保一批”、美丽示范“创一批”等阶段性
任务，绘就了“三农”事业新征程的宏伟蓝图，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速度和机遇。

全域都是大花园

焕然一新的村居环境、便民利民的民生设施、淳朴乡村的文
化味道……随处一拍就是风景，一幅美丽的乡村图景展现在人们
的面前。

“镇里这些年的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环境好了以后，看着
就赏心悦目。”马剑镇乡贤倪晓鸣笑着说，马剑镇借助历史文化村
保护利用，重建老街，很有特色，“尤其是夜景，非常漂亮。秦皇古
道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我自己就经常会去走走逛逛，感受家乡的
每一点变化”。

依山傍水的五泄镇十四都村有种植荷莲的传统。过去，因村
里主要劳动力外流，400多亩成片的荷塘大多只起到观赏性作用，
经济效益低微，但如今，村里的青山绿水、盈盈荷瓣都是乡亲们的

“摇钱树”。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十四都村打造成五泄风景区的一个景

点，通过引领，让村里不断打通‘两山’转化的渠道。”十四都村党
总支书记蒋雪成说。朝着这个目标，近年来，十四都村在荷塘、古
建和廉洁文化的融合提升上下足功夫，总投入2416万元实施古建
筑修复、古道修复改造、搬迁安置区、村落环境生态修复等工程，
同时实施荷花塘景观提升工程一期，交错种植多品种荷花，基本

建成了以“荷文化”为主题的休闲观光景区。
在全市层面，诸暨以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和“五星达标、

3A争创”为载体，高质量打造全域大花园。编制完善市域村庄布
局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和“十三五”美丽乡村提升版建设规
划，以营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为主题，多角度、全方位地挖掘
村庄个性特色，布局打造五星达标村 332个、3A示范村 26个、3A
景区标准精品村14个、绍兴市级美丽乡村示范镇18个，构建形成

“点上盆景、线上风景、面上胜景”的西施主题风景长廊，推出十四
都荷花节、应店街银杏节等一大批新颖的乡村农事节庆活动，还
有“七彩五泄”“浪漫东白湖”“时尚珠都”等一批特色镇村品牌，斯
宅村等7个村列入省级历史文化保护重点村名单。

去年，诸暨深入开展“四大整治”，在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全覆盖基础上，继续查找集镇和城市规划内行政村治理空白盲
点；组织污水治理“回头看”，启动48个改造提升项目，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常态化暗访，督促专业运维公司规范运作；在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基础上，开展“五个强化、十五个有”提升行
动，坚持“每月一暗访一通报一总结”，提升分类处置效果；深入推
进农村公厕改造提升民生实事，全面消除露天粪坑和旱厕，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型。

今年 8月中旬开始，诸暨又打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集
中攻坚“百日行动”攻坚战，以“一分两清三化”为核心，重点是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清理乱堆乱放、清理空倒房，公厕洁化、“三线”
序化、庭院美化等。

近段时间，在诸暨市的牌头镇、应店街镇、陈宅镇、马剑镇等
地，从房前屋后到道路沿线，从家中庭院到村中公厕，都可见两委
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热心群众的身影，他们积极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集中攻坚“百日行动”。截至目前，全市已清理乱堆
乱放2.2万多处，拆除空倒房2039幢，涉及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
争创美丽庭院达到11万户。

一次次的坚持，收获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诸暨市已连续
3年夺得“五水共治”大禹鼎，创成国家生态城市，获评中国人居环
境奖，多次获评省级美丽乡村先进县，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分
类优胜县市。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出发，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诸暨市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
得到全面提升。一幅干净整洁、生态秀美、宜居宜业，充满诸暨特
色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变化最大非乡村莫属

进入 10月，赵家镇东溪村的村民就忙开了，有的忙着收割，
有的忙着晒榧，有的忙着摘柿，有的忙着吆喝，这也是赵家人民
的真实生活场景，忙碌而又充实，简单却也美丽。村民张志忠笑
说道：“现在村里环境不仅干净整洁，还有了公园，大家环保意识
也强了，不再乱扔垃圾。来游玩的人可多了，村里的樱桃、香榧
都不愁卖。”

作为“中国香榧之乡”的赵家镇，更牢牢把握“将青山绿水护
的更美，把金山银山做的更大”的发展理念，依托“两遗三千”这个
最大优势，走出了具有榧乡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随着春风十里小镇项目的建设，东和乡十里坪村突然走红。
沉寂多年的十里坪村，也因此迎来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十里坪
人发现，习以为常的这片山水，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价值与发展
潜力。

“田园回忆农庄”老板宣保成说，以前靠天吃饭，一亩多竹园
就是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农闲时还得去打工。去年春节过
后，一家人投入10万元把房子改造成农家乐，生意最好时，一天收
入抵得上过去一个月。

东白湖镇的生态独步一方，斯宅古建筑远近闻名，众多因素
的糅合，竟吸引了5家博物馆先后入驻。旅游环境的成功培育，又
带动了“越红茶”的成功开发和土特产的旺销。东白湖镇山里山
湾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金志鹏通过互联网，将斯宅豆腐卖到了大

上海。“传统手艺+追溯体系=美味放心”，东白湖村民做的这道加
法题，俘获了城里人的芳心，也让盐卤豆腐走出了大山。

面对日益崛起的个性化、多元化的休闲消费需求，诸暨做足
了“农业＋旅游＋互联网”文章，推出跟着“五 3”游诸暨系列、民
宿精品旅游等 10条乡村自驾路线，培育山下湖米果果小镇、王家
井蓝莓园等一批农业综合体，开发汤江岩教育拓展、东白湖沙滩
烧烤、五泄奇幻漂流等一批休闲体验项目，开展珍珠、香榧等一
系列网络直播销售，2018年，旅游总收入达 10.86亿元，农产品销
售达 1.5亿元。

在应店街镇灵山坞村，这里有银杏古树1400多株，金秋时节，
黄叶铺满了大地，格外秀丽。但过去，藏在深闺人未知，很少有人
来欣赏。后来零星有些驴友会到这里小住，偶尔也带点白果回
去。这两年，应店街镇整治了沿线环境，牵头组织了银杏节，慕名
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在提升了知名度的同时，村里的特色农产品野生白果也成了
“抢手货”。镇里因势利导，将公路经过的灵山坞、崇柱、紫阆等村
进行整体规划，打造成一个个村落景区。如今，在很多村庄，“资
源变产品，产品育市场，市场带产业”正成为一种良性循环，推动
可持续发展。

美丽内涵不断延伸

近年来，诸暨市把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融
合、环境宜居、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百姓富裕等5项地方性特色工
作迈上新台阶。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现在，走在乡村，听到最多
的话题是“发展”，看到最多的是“实干”的场景。

东和乡友谊村地处偏远山区，之前，每年集体经济收入不到
10万元，加上村庄建设后又留下大批债务，发展举步维艰。2017
年，通过招商引资，美圆湖产业园项目成功落户。除此之外，友谊
村还对属于村集体的闲置厂房公开出租，并在厂房屋顶安装太阳
能发电站，发出的电卖给国家……一系列组合拳之下，村集体经
济增长明显，2018年全村经营性收入为24.78万元，预计今年将突
破40万元。

近年来，诸暨市坚持“因村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着眼“激
发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多元化、多渠道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并已形成基金分红、资源盘活、土地入
股、产业发展、物业经营、村企BOT、乡贤反哺、服务增收、清收欠
款、村企结对等 10条集体经济增收路径，探索出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诸暨模式”。数据显示，2018年，诸暨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为9.4亿元，经营性收入2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93%，30万元以上的
村占比56.5%。

与此同时，诸暨的绿色引领产业融合有新突破，创新三产融
合发展模式，重点培育珍珠、香榧、茶叶等 10大农业精品项目；推
进“一区一镇”创建，建成山下湖珍珠小镇、醉美同山等特色强镇；
推进农产品深加工，推出香榧精油、珍珠饰品定制等新型农业加
工产品。

生态引领环境宜居也有新提升，构建完善“村集体主导、保洁
员负责、农村分区包干”三级联动常态化保洁体系，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竞赛、变废为宝文创大赛等趣味活动，营造“群众催干、
干部领干、村庄比干”浓厚氛围。

诸暨还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制订 256项
共计1227场次的文化服务“大菜单”，通过村级点单、中心派单、总
队接单把优质资源有序有效地配送到农村；实现移风易俗行政村
全覆盖，创新“个性立规+柔性自治”方式，落实党员婚丧喜庆事宜
报备制，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形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俭办”
风气。

另外，诸暨积极探索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提升三治
融合乡村治理格局，创新“三上三下”等自治机制、“信访法治化处
理”等法治机制和“红白理事会”等德治机制，村民各项权利得到
充分保障。

美丽乡村，未来更可期

农业强，才是真的强；农村美，才是真的美；农民富，才是真的
富。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

“十三五”以来，诸暨市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推动生
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融合发
展。仅2015年以来，已投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142亿元，市财政每
年投资额在8亿元以上，其中2017年累计投入8.7亿元，2018年投
入8.9亿元。诸暨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保障和预算安排的优先领
域，健全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政策，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划出一定比例向农村文化礼堂、农业农村新业态用地等建设项
目倾斜；健全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
村建设，乡村振兴发展所需各类要素保障充分到位。

诸暨还相继出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
若干政策意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行动方案》等指导性文件和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闲置农
房激活、集体经济消薄等 50多个配套政策文件，成立美丽乡村示
范县创建领导小组并启动专班化运作，明确考核指标，下发任务
清单，构建形成了“年初有部署、年中有督查、年底要对账”的工作
机制和“上下齐抓、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诸暨正紧扣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市
总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行动计划，紧紧聚焦产业大平台、全域大花园、幸福大平安 3大重
点，着力打造宜业宜游宜居的美丽乡村，走出一条符合诸暨实际
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新路子。

“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高水平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标准建设全省乡村振兴样板区。”诸暨市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下阶段，诸暨将以《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
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为指导，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美化农村人居环境，盘活改革创新活
力，切实提升诸暨“三农”发展动能，努力为“两美”浙江建设提供
更多的诸暨元素、诸暨经验和诸暨样板。

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正在诸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浙江诸暨这么干

诸暨市岭北镇三洲村的美丽乡村实景诸暨市岭北镇三洲村的美丽乡村实景。。 资料图资料图

五泄镇十四都村马鞍山古建筑内举行的开笔礼五泄镇十四都村马鞍山古建筑内举行的开笔礼。。 资料图资料图

书法爱好者正在诸暨乡村挥墨书法爱好者正在诸暨乡村挥墨。。 资料图资料图

诸暨市五泄镇十四都村的荷花风景诸暨市五泄镇十四都村的荷花风景。。 资料图资料图

诸暨市诸暨市浬浬浦镇盘山村的美丽乡村实景浦镇盘山村的美丽乡村实景。。 资料图资料图

““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枫源村的美丽乡村实景发源地枫桥镇枫源村的美丽乡村实景。。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