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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古都看杭州，南宋古村看欢潭”。欢

潭，初以岳飞饮潭水而欢得名，积淀着近千年的

历史文化。

走进欢潭古村，一边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村

落，一边是古色古香的村庄老宅，分不清是从南

宋走来，抑或是走向南宋。漫步于欢潭老街，俯

拾之间皆为古迹。临水而建的中式岳园，中西合

璧的老洋房建筑，自古而来的历史风韵氤氲在

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条曲巷。

从萧山进化镇的一个普通村落到小有名气

的宋韵文化名村，欢潭在“千万工程”项目的推

进下，塑形环境、铸魂文化、赋能产业，重现宋

韵，守住了乡愁，培育了乡风，开辟出一条共美

共富的“进化”之路。

2017 年，萧山区高标准深化“千万工程”，
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欢潭基

于深厚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从此奠定了“文化垣
古色”的美丽建设路径。

此后，欢潭引入中国美院设计团队，全面梳

理村庄脉络，深入挖掘村史文化，修缮古民居古

街道，重塑了“一湖、两街、三溪、四塘、五桥”的

村落布局，将老洋房、岳园、二桥书屋等古迹与

历史文化、历史故事结合，焕活了宋韵文化基

因，也唤回了独具魅力的古村落，使文化价值愈

发浓厚。

宋韵文化是欢潭的内核，环境则是欢潭的

“面子”。“最初的欢潭村因污水乱流有着‘破大

船’的称号。”欢潭村党委书记梅李栋说，欢潭于

2015年开始实施污水截污纳管工程，彻底解决
了水污染的难题。同时，面对乱建乱搭、垃圾丛

生的景象，欢潭“减法”先行，于 2017年拆除各
类违法搭建，恢复四条古水系，为古村焕发新生

机付出了巨大努力。

欢潭，环境焕然一新，宋韵品牌闻名于世，

凭着内外一体，一路乘风而起。短短几年间包揽

了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国家 3A级旅游景
区、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

色精品村、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

村等众多荣誉，并一跃成为乡村旅游“打卡地”。

当前，村级集体经济达到 733万元，“美丽景色”
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让老百姓生活

有了质的提升。

家乡发展越来越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回乡创业。在村里开起了民宿、酒吧、咖

啡馆，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

再就业的问题。此外，欢潭村还盘活闲置资源，

兴办宋韵研学项目，并引入东东方方生态太极

武术馆，以其高流量促进欢潭进一步发展。

每年夏季，是东东方方的义诊季。没到 8
点，不少村民便已在武馆门口排起了长队。梅李

栋说，利用闲置资源开发经济，不仅为村子带去

了福利，也让更多人认识欢潭、了解欢潭。

不止宋韵，在欢潭，“五义”文化也是根脉。

义仓、义学、义渡、义诊、义葬，“五义”精神的核

心思维是共同富裕的文化特征。

欢潭村将新时代的“五义精神”体系具象成

了庞大的共富指数，开发了“五义家园”积分治

理平台，以“忠、义、和、本、清”为细分指标，村民

注册后便可在线上了解村级事务，参与公益服

务，开展邻里互助，还可以凭借后台积分到“鸡

毛换糖”商店，进行生活物品兑换，实现了村民

生活情况及村务信息“一键通”，形成了共建共

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同时，作为杭州市的数字乡村样板村，欢潭

村一直向着数字化、智慧化的道路全力奔跑。穿

梭于村中小巷，数字化元素随处可见。全覆盖的

自然监控、成排的数字灯杆、气象预告数字站

牌、智能光伏凳……“我们还通过 AI小程序来
预警自然灾害，以便提前让村民在突发天气提

前转移，保证人员财产的安全。”梅李栋表示，欢

潭村积极顺应“数字化农业”的未来趋势，利用

数字化预防茶园和稻田的病虫害外，还在田里

安装了数字化灌溉系统，通过手机一键启动或

关停，真正做到“省时省事省力”。

最近，欢潭村有了更大的目标。“先将村里

的资源进行整合，再向周边村庄进行辐射，以带

动共同致富。”梅李栋说，欢潭村将依托本村的

旅游公司，着力打造“欢潭垣”的旅游模式，将整
个进化镇的旅游资源衍生成一条线，让游客不

光走进来，更能留下来。

焕活宋韵文化，欢潭破茧蝶变。借着“千万

工程”的东风，欢潭村立足自身深厚的文化底

蕴，沿着村庄的原有肌理，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

的独特道路，不断更新着乡村生活的打开方式，

浓缩出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欢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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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林中办起综合体，稻田里开出小火车，养鸭池边建起

咖啡馆……走进临浦镇最南端的横一村，处处充满着发展

的活力。

“以前村里连一条宽阔平整的路都没有，到处都是黄色

的泥巴路、灰色的砖房和杂乱的农田。现在每次放假都会有

很多人过来打卡，我们横一村已经是个网红村了。”谈及家

乡的变化，当地的村民们满是自豪与欣喜。

横一村的改变始于 2018年。彼时处于“千万工程”转型
升级阶段，横一村被列入萧山区第一批美丽乡村提升村建

设名单，开启了美丽蝶变之路。村口景观提升、道路改造、公

厕新建、桥梁美化、弱电“上改下”、绿化美化……一系列工

程的大力推进，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依托美丽环境和自然禀赋，横一村也开始了自己的美

丽经济探索之路。“我们有 1500多棵百年古柿树，栽种历史
悠久，远近闻名。”村党委书记傅临产说，2018年 10月，横一
村举办了首届梅里方顶柿丰收节。活动吸引游客 3000多人
次，一天销出柿子约 10000斤，美丽经济的效应初步凸显，
也让横一村看到了乡村未来的希望。

迄今为止，梅里方顶柿子节已经举办了 5届。起初，柿
子成熟后，村民往往直接摘下来卖掉，现在，村民们不再主

动采摘柿子，而是把柿子留在树上，从卖农产品转型到“卖

风景、卖文化、卖体验”。

“游客买到的并不只是柿子，还有看到横一村美景时的

好心情。”傅临产表示，为了进一步做强“柿子”经济，横一村

在柿子林深处打造了寓意“柿柿”如意的“如意山房”，集游

客接待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青年创客中心、农产品展销中

心等功能于一体，目前已入驻杭州书房、星巴克、青年艺术

家，还有民宿、餐饮等配套服务，是萧山区首家乡村综合体；

结合柿子和茶元素，还因地制宜打造了一座茶主题空

间———吉柿·清昼茶室，在袅袅茶香中展现农家茶的文化魅

力。

从一颗颗柿子出发，横一村聚焦“萧山·未来大地”共富

品牌，围绕“绿色+农文旅”发展方向，持续探索未来乡村建
设，着力撬动共同富裕杠杆。

“借助山水林田湖等丰富自然资源，我们同步推进规划

建设与运营前置，统筹考虑品牌定位和形象标识，开展全域

景区化运营，把围墙降下来、把庭院透出来，把环境优美、空

间多元的农家小院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乡创载体，全方位

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傅临产说。

以“稻子”为重点，横一村对土地进行了非粮化整治，把

零散的田地平整为“千亩稻田”，并以‘Hi稻星球’为统一 IP
将其打造成为可参观、可研学、可体验、可休闲的多功能郊

野公园，赋予农业更多的“绿色想象力”。沿村庄 3.5千米范
围内，横一村打造了如意小院、星空树屋等 26个特色景点，
让人们在美丽村庄中移步换景。原来的苗木林看护房也被

改造成为稻田公园服务站，打造了 70后、80后、90后共创、
共享、共富的共创空间———789稻田餐厅。

稻田旁的“鸭棚咖啡”，则是横一村的又一热门打卡点。

这里原是村里养鸭子的地方，常年脏乱差。美丽乡村建设过

程中，横一村对此进行创意设计和精心改造，并牵头引进运

营机构打造 Hi鸭部落，聘请村里年轻人管理。游客可以在
这里喝着咖啡欣赏美景，还能与小鸭子进行亲密互动。开业

以来人气爆棚，节假日期间甚至“一座难求”。

从往日不起眼的村庄，到如今的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

的游客带来了无限商机，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自己的房屋改

造成民宿、餐馆和超市等商业经营业态，为游客提供舒适便

捷的服务与体验。“以前农闲时我们出远门打工，现在我们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村子火了，我们腰包也鼓起来了！”村民

傅阿姨笑着说道。

2022 年，横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511.66万元，其中经
营性收入 1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000元，实现了
跨越式增长。在农文旅的康庄大道上，横一村全村村民共享

乡村振兴新成果，同奔共同富裕新征程。

美丽环境与美丽经济的背后，还蕴藏着横一村高度密

集的数字智慧。今天有多少游客来到了村里？农田里的作物

生长情况如何？村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在如意山

房的数字驾驶舱大屏上，都能一目了然的了解到。目前，横

一村已实现整村感知设备重要节点全覆盖，成功搭建数字

庭院、智慧农贸、数字跑道等特色应用场景，可以对村庄、农

田、柿林、河道等事件进行自动化感知，为线上治理、数字农

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化支撑和数据积累。

在乡村旅游服务方面，横一村也引入了数字技术，提供

更便捷的信息和服务。游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或电子导览
系统获取到景点的介绍、线路规划和参观须知等信息，随时

随地获得全面的旅游指导。此外，横一村还通过电商平台和

直播销售等方式，将当地的优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推向全

国甚至全球市场，帮助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凭借着独特的乡村魅力和较快的发展速度，横一村现

已成为全国共同富裕基层观察点、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并荣

获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称号以及浙江省 3A级景区
村庄等认证。

“我们还联动了横二

村和浦南村，积极探索‘村

村抱团富’模式，着力打造

抱团发展的‘乡村共富

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

同发展。”傅临产说，下阶

段，将不断整合周边的自

然资源输出美丽产品，推

动形成美丽经济，持续提

升乡村的亩均效益，让越

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共富。

“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的美好愿景，正在这片充

满希望的未来大地上变成

现实。

（横一村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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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宽阔的梅林大道一路向前，圆顶欧

式的工厂车间、红顶白墙的齐整民居、绿意

盎然的乡间稻田依次入眼，透过村居的围

墙，还能望见农家庭院中的各色花草与蔬菜

水果。在瓜沥镇梅林村这片 1.88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人居图

正徐徐铺开。

2002年 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同志来到梅林村调研，彼时的梅林村，已

在全省率先建成集工业厂区、农业园区、住

宅楼区于一体的“三区合一”的新农村样板。

看到科学规划、整洁有序的乡村，尤其是村

民们脸上的笑容，习近平提出要建设一批标

准化、规范化、全面发展的，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2003 年 6 月，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应运而生。

作为“千万工程”的起笔之处，20年来，
梅林村始终走在乡村蝶变之路的前沿，通过

美丽乡村、共富乡村、未来乡村的迭代升级，

全方位绘就产业旺、村容美、百姓富的乡村

振兴新图景。

“以全域整治建成美丽乡村为例，我们

着力推动环境提质和基础服务提升，让乡村

人居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梅林村党委书

记杨燕江说，在农村，村民习惯将生活污水

随地倾倒，2014年，梅林村开展截污纳管改

造，解决了生活污水污染的忧虑；面对如同

“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电线所埋藏的较大

安全隐患，2021 年，梅林村依托“强弱电上
改下”项目，将电线统一埋入地下，打消了村

民的顾虑；曾经家家户户用高墙围起的庭

院，也在 2021年的“降高透绿”整治中露出
“真容”，经过统一规划后化身花草簇拥的精

致庭院，带动村庄颜值飙升。

环境绿化、道路硬化、杆线序化、墙面美

化、水体净化……循着这些关键词步步提

升，16公里的慢行步道、景观村道、生态河
岸串珠成链，美丽公路、美丽河道、美丽池塘

组成“诗意田园”，步步皆风景、点点可入画，

梅林村打造了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以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品质为底本，“低

碳乡村”新模式是梅林村规划未来美好生活

图景的重要一笔。

从高空俯瞰梅林村，可以看见已有村民

在斜顶洋房安装了光伏板。“光伏发电后，先

供给村民自己使用，多余的可以卖出去增加

收入。”杨燕江介绍道，梅林村聚焦未来能源

和未来生活两大方向，通过提升电气建设水

平、推进清洁能源建设、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等举措，着力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绿色变革，

也为村民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第一个村级电力（低碳）服务驿站、第一

个智慧慈善工作站、第一个 24小时乡村数
字书房……集聚了萧山多个“第一”的美好

生活中心，是梅林村开启村民美好生活的又

一“开关”。由存量厂房蝶变而来的它，占地

19亩，集党建驿站、邻里中心、乡创中心、青
少年宫、五星级医疗站、乡宴中心、乡村影

院、乡村书房、无人超市、幸福食堂、电力驿

站、轻餐饮为一体，党群服务、学习教育、休

闲娱乐、参观接待、交流互动、医疗健康 6大
功能一应俱全，全力打造 15分钟品质生活
圈，“圈”出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现在我们不用出村子，就能享受到跟

城里一样的现代化生活，日子真是越过越舒

心！”说起这些年梅林村的变化，村民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

漫步梅林村，数字化元素也随处闪烁。

扫描“沥小二”二维码，便可快速了解村庄概

况，以及停车位、公共厕所、主要景点、美食

特产等信息；走出家门就是智慧跑道，跑多

远、消耗多少卡路里，智能设备都会自动记

录并实时显示在屏幕上；户籍人口全部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专

家远程会诊、慢性病管理等服务。“我们还结

合村规民约，以积分形式激励村民主动参与

数字村庄自治。”杨燕江表示，村里建立了参

与奖励机制，对邻里帮、志愿者、垃圾分类、

体育活动等各类公益任务自动赋分发放。在

“沥 MALL”“无人超市”，大家可以通过志愿
服务的积分兑换各种生活用品。

从“千万工程”破题，梅林村不断拓展着

乡村生活的打开方式，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大

道上逐绿而行、踏歌而来，先后获得浙江省未

来乡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

3A级景区村、浙江省数字社会系统“最暖家
园”等荣誉，入选浙江省乡村振兴十佳创新实

践案例和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

2022年，梅林村集体经济收入总计 729万
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6万元，与 2002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298%、518.8%。
“从作坊式的村办企业起步，我们目前

已经形成以全国包装业领军企业、世界包装

行业 500强爱迪尔集团为龙头，纺织化纤、
装饰卫浴等其他行业企业为补充的工业经

济发展格局。”杨燕江说，聚焦“非粮化”整

治，梅林村以“散户集大户、大户种大田”的

方式集中流转土地 1200余亩，依托“美丽田
园+”建设数字观光农业，有力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通过老旧厂房改造、村级可用

空间招商、红色文旅研训基地建设等项目的

开展，梅林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租赁

经济和物业服务经济，多模式壮大村集体经

济，打造了“产业+乡村”的共富新样板。
不久前，梅林村有了更大动作———与周

边 4个村入股成立强村公司，五村联动、片
区运营，以现代农业科创为抓手做大产业，

着力实现村集体和村民的收益“双增收”。

今日之梅林，已然照见了未来乡村的模

样。以打造环航坞山共富示范带为目标，梅

林村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积极谋划乡村

未来的无限可能，努力做到“源起地”牵引

“示范带”、“示范带”穿起“满天星”，进一步

谱写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篇章。

横一村：
从“柿”入手，探路未来

欢潭村：
留乡愁古韵 焕活力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