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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俊 方玉豪

提到浙江杭州的余杭区，作为近些年异军突起
的“经济第一区”，可谓发展风起云涌，成绩光彩夺
目。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经济优等生”不偏科，乡
村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凋敝衰落，反而通过城乡融
合发展，加速了资源要素流动，不断攀登新高度，迸
发出勃勃生机。

几个三农维度足以佐证余杭乡村的“冒尖”：粮
食生产上，余杭稳端饭碗，是名副其实的产粮大县，
且水稻全程机械化率已达97%；这里是国家级的现代
农业示范区，三产融合、科技赋能，让“高效生态农
业”理念在余杭熠熠生辉；看乡村，全域美丽大花园，
各类新业态蓬勃发展，“两山”理念加速转化。农民

“钱袋子”，去年余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1384 元，城
乡收入比缩小至 1.55：1；村集体经济“家底”，村均经
营性收入 660 万元，全面消除 120 万元以下的行政
村。富的不止口袋，还有脑袋。乡村文化的繁荣，精
神文明的富裕，彰显了和美之大义。2022年，余杭跻
身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

这一切都得益于“千万工程”。20 年来，立足杭
州市郊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区位特点，余杭始
终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争创全省示范，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坚持不懈。那么，作为乡
村振兴示范县的余杭，起到了哪些示范作用？又如
何来解读其引领价值？

培优势：高效生态旺产业

走进余杭区中泰街道紫荆村，关于竹的元素如
影随形。全村共有山林面积1.2万多亩，其中竹林面
积将近 8000亩，人均约 3亩，91.7%的森林覆盖率，让
村庄如同景区。成片竹林中，又以苦竹林占绝大部
分，这正是制作竹笛的绝佳材料，“苦竹之乡”“中国
竹笛之乡”的美名由此而生。

想要了解紫荆村的前世今生，有条经典游览线
路，从竹笛展示馆到非遗文化馆，再移步文化礼堂，
最后置身万亩苦竹园，自然风光、竹笛文化、非遗文
化和乡村建设成果了然于胸，不由让人感慨：好一个
富民产业！

紫荆村的富不止源于地头，更源于不断走向全
球，以及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作为中国最大的竹
笛生产基地，从这里走出去的笛箫产品遍销世界各
地，并且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制作-销售-演
奏-培训”模式，竹笛产业年产总值达3.4亿元。

今年 3 月，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
单揭晓，紫荆村赫然可见，同期入围的还有径山镇
的径山村。此地又被誉为“禅茶第一村”，四周群山
环抱、山峦重叠，古木参天、泉水淙淙。殊不知，20
年前，径山村颇为落后，村集体年收入尚不足 10
万元。

如今，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围绕径山茶，村
里衍生出茶叶加工、农家乐、民宿、休闲康养等业态，
一到节假日，游客更是络绎不绝。2022年，径山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达 230 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5.2 万
元；村内有 10 家茶企、12 家精品民宿、78 家农家乐，

还有多家文化公司、文创公司在此办公。
在余杭，几个农业特色主导产业有着形象称

谓——“五子登科”，即稻子、叶子、梨子、桃子和笛
子。夏至时节，正是蜜梨挂枝时。在主产区鸬鸟镇，
第二十届蜜梨节如约拉开帷幕。过去 20 年里，以梨
为媒，鸬鸟镇坚持山绿与民富并进的发展思路，积极
培育蜜梨产业。目前，蜜梨种植量已达8000多亩，年
产量1万余吨，产值约2.4亿元。

今年节会上，鸬鸟梨膏糖系列产品颇为吸睛，这
样的创新几乎年年都有。“自首届蜜梨节举办以来，
鸬鸟先后打造了‘梨小六’‘小梨君’‘鳌梨给’等蜜梨
IP。本次与‘小热昏’联名推出的系列产品继续一脉
相承，将三大 IP 与非遗文化巧妙融合。”鸬鸟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未来，浙江小热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还
将建设蜜梨产品加工厂，预计5年内可实现年产值约
2亿元，带动周边约500位农户就业增收。

如今，“五子登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早已跳
脱了亩均产量的层面，进入到论亩均效益、论产业链
条的新阶段，这与余杭一直以来所倡导和践行的高
效生态农业理念密不可分。2003 年，浙江做出重大
战略调整，把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新时期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主方向，从此走上了一条经济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的可持续健康发
展道路。

作为这一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倡导地，今天的
余杭仍在不断丰富其内涵。在众多新亮点中，科技
赋能、数字引领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 5月，
一场别开生面的品种大会在瓶窑镇举行，现场展示
了由浙江省油菜育繁推种业创新平台各成员单位新
选育的100余份潜力品种，以及3000余份优势种质资
源，成为业界焦点。

近年来，余杭不断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
进和利用，充分发挥名校、名院、名所集聚优势，开展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健全完善“科研
院所+农业企业+服务中介+农户”的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链条。

走进位于瓶窑镇的彭公农场，看完琳琅满目的
数据模型，不禁让人恍惚，这究竟是农业企业，还是
科技公司。1243 亩地，22 名员工半数学历在本科以
上，还不乏名校生、海归派。农场负责人董剑锋信心
满怀：“我们生产产品的同时，更生产大数据，未来售
卖数据模型和整套技术方案，将成为最大亮点。”

据了解，短短几年，余杭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含量
高、品质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数字农业工厂和
未来农场。省级数字农场 3 家、数字牧场 5 家、数字
渔场4家，总数占到杭州市的1/3以上，显著推动了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和
装备在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广泛应用。

强动能：城乡融合兴乡村

“今天的中桥村，别看青山重重、草木葱茏，离城
市很近，搁以前，就是个靠挖矿为生的‘石头村’，遍
地荒山、漫天尘土。”中泰街道中桥村党委书记王晓
晨边走边介绍，将如何丢掉“石饭碗”，又怎样走向

“卖风景”的变迁史娓娓道来。

相比较同街道的紫荆村，中桥村的主导产业并
不突出，但这些年厚积薄发，一直等着惊艳亮相。看

“颜值”，村庄已足够“靓丽”，成功创建了国家AAA级
景区。正如其所主打的品牌“江南慢村”，这里确实
有种难以名状的魔力，置身其中让人不由得慢下
脚步。

王晓晨过去一直经商，头脑活络、见识颇广，但
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村里各种各样的纷繁杂
事。如今，中桥村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名叫肖萃，
两人各有分工，王晓晨主抓村庄治理，肖萃则专注发
展经营。

在中桥村，现有18家精品民宿和农家乐，另外还
有研学基地、露营营地等业态。最值得期待的是明
年“德式亲子庄园”开园后，无疑将形成引爆效应，带
来巨大流量，且这些人的消费能力都很强。对于肖
萃而言，关键点就在于如何把人流变成“现金流”，村
集体怎样从中提高经营性收入，又如何带动老百姓
创业创富。这些问题的破解，王晓晨的支持与协调
自是必不可少，两人已慢慢建立起默契。

走访余杭的几个“明星村”，无一例外，几乎都有
一名像肖萃这样的“乡村CEO”。2019年，余杭向全
社会发出“英雄帖”，18 万元底薪、上不封顶，一时间
成为新闻焦点。4年来，年年招、年年火，全区已先后
引进了 22 名农村职业经理人。事实也证明，这支专
业化的队伍，确实给乡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裂变
效应。

杭州西郊的余杭街道永安村，许多人初到这里，
常会惊讶于毗邻都市竟还有如此大片田园。可只有
村党委书记张水宝清楚，97%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也
是非常滞洪区，意味着只能种稻子，并无多少发展空
间。过去，永安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一直处于街道垫
底状态。

“乡村 CEO”刘松的到来，改变了永安村的发展
命运。依然是种稻子，可通过“组织化创新、数字化
赋能、品牌化运营”，这里走出了一条高附加值的新

“稻”路。短短两年多时间，永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从2019年的73万元，提升至2022年的505万元，农田
每亩收益从555元提高到了5800元。

这背后，刘松有着自己的经营之道。他把农事
劳作变成了一场场农事节庆，开春节、插秧节、开镰
节等，人气一年四季不间断；又把农产品销售变成了

“认养制”，邀请企业和家庭入驻，并通过数字化的方
式建立链接；方向既定，乡村建设自然有的放矢，游
乐园、长桌宴、稻田婚礼、草垛乐园，彼此形成配套。
游客多了，老百姓何愁没钱赚，家门口支个摊位，卖
土特产和矿泉水，就能进账不少。

如今，余杭各村经营百花齐放，各有各的招，有
的立足一产，有的主打艺术，有的从体育入手，全区
形成了 10 条未来乡村示范带。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村庄或片区皆有独特韵味的主题品牌，比如叫“禹上
稻乡”“运动良渚”“未来笛乡”，一看名字就洞晓定
位，令人心生向往。去年，全区民宿、休闲农业游客
人数达650余万人，营业总收入达6亿元。

解析余杭乡村的活力，剖面不止在单个乡村、
单个产业，一直以来，当地都是站在城乡融合发展

的高度予以一体推进，且每一个阶段，都有量身定
制的政策举措和配套措施，既体现延续性，又具备
创新性。

从 2009 年开始实施的西部五镇生态补偿机制，
到 2018年实施人才、教育、卫生、交通、旅游、文化等

“六大西进”行动，再到 2022 年构建未来科技城与西
部山区五镇“1+5”山城协作机制，以及国企与西部山
区五镇“5+5”镇企合作机制，余杭探索出了一条城乡
互促共赢、区域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西部五镇的带活，一方面需要人才、产业、空间
等优质资源要素让利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余杭注重
整合资源，更好地服务城市要素入乡发展、城市人口
入乡消费。对此，余杭通过改革破题，开展了留用地
指标换房产、实施“飞地”抱团项目、组建“强村公司”
等一系列探索实践，有效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
民增收。

促发展：共治共建展和美

走进余杭区闲林街道西溪源村综合信息指挥
室，映入眼帘的是一整排锦旗。仔细瞧，很多都提到
了“乡村微脑”。此为何物？村党委书记郑立指着另
一侧大屏揭秘，“这是咱们村探索的一条治理新路
子，由警务站、源解工作站、微型消防站组成，警情驾
驶舱、视频巡逻等，就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村
庄角角落落。”

西溪源村下辖 16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2700余
人，可外来流动人口就有 7100 人。这样一个近万人
的村庄，社会治理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起初，天南
海北的新老居民一遇到矛盾纠纷，拎起电话就报
警。派出所干警焦头烂额，村“两委”干部也是手足
无措。

如何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一次村民
代表大会上，郑立提出设立村民报警热线，主要受理
村民的咨询、求助、投诉等非警务类警情。果然很有
用，这一热线承接了一半以上的报警电话。及时发
现问题固然重要，快速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监控设备
外加智能算法的背后，还有套点派单的处置机制，并
结合五级党员联户积分制度，构建起整张治理网。
自实施以来，警情和信访量下降了一半多。

余杭经济发达，城乡经济互动频繁，社会治理的
压力自然大。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一切又井然
有序，这与一直以来，当地所倡导的党建引领深化乡
村治理体系密不可分。通过自治、德治、法治、智治
的“四治一体融合”，再构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矛
盾纠纷调处梯次化解和分层过滤的模式，实现了全

区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
治理创新的原点可以归结到小古城村的“众人

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一基层民主协商经验被写入
十九大报告，“四议六步”工作还入选全国社会治理
创新案例。如今，径山村再创新，正在推行积分管理
制度，加强村规民约的刚性执行，旨在形成“人人融
入治理体系、人人参与治理过程、人人共享治理成
果”新格局。

其实，不管是西溪源村，还是径山村，亦或更多
像它们这样的村庄，都秉承了一个观点：跳出治理抓
治理，实现治理与发展的互促互进，其实就是共建共
享的理念，让每个人有获得感，更有利于乡村营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种获得感，良好的自然生态
是底色，周到细致的服务则为暖色。

据了解，近年来，余杭一直把城乡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作为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尤其瞄准农民群众
所急所需所盼，持续深化教共体建设和名校集团化
办学，实施乡村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提升行动，大
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在这些服务中，余杭又特别重视文化，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500 人以上的行政村，
村村都有文化礼堂，并且构建起“15分钟品质文化生
活圈”，所有的镇街都配套了文化馆和图书馆。春节
前，各村“村晚”齐刷刷上演，农民自主秀文化，唱戏
曲、演小品、跳排舞，秀的更是美好生活。

城乡之间的产业互动、要素互流，再加上公共服
务差距的缩小，让很多人开始生活在村里、创业在村
里。黄湖镇有个村名叫青山村，这几年，慕名而来的
新村民就有70多人，还不乏国际友人，他们中很多吃
住全在村里，孩子也就近在镇小、镇中读书。

因此，不仅城乡界线在模糊，新老村民之间的
区分度也在模糊，这里既是原乡民的安居乐业地，
更是新乡民的创业“星天地”，越来越多的优质人才
等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将绿水青山作为创新创业
的第二空间。建立山城协作机制后，今年上半年，
余杭成功开展招商活动 157 次，西部五镇落户项目
64 个，其中投资逾 3000 万元的项目 15 个，总投资超
过 25亿元。

余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站在“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的新起点上，余杭将推进“和美余乡”三年行
动计划，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以更强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深化“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交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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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余杭区境内的特色民宿。林天立 摄 图为径山村的美丽乡村一景。黄克勤 摄

图为余杭区的径山茶园图为余杭区的径山茶园。。汤耀亮汤耀亮 摄摄

图为老百姓正在品味民间曲艺魅力。应召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