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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鼎湖村坚持吃生态饭、念文旅经，创新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奋力打造景村同美共富的美丽乡村，实现了生态文
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鼎湖村与鼎湖峰鼎湖村与鼎湖峰。。 记者记者 雷宁雷宁 汪峰立汪峰立 摄摄

□ 记者 林坤伟 汪峰立 通讯员 舒奕皋 吕大嵋

山环水绕乡村美，安居乐业百姓富。一进

入缙云县仙都街道鼎湖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

澎湃动能扑面而来。

鼎湖村因坐落于仙都景区核心景点鼎湖峰

下而得名，景村一体、风光秀丽。近年来，鼎湖

村坚持吃生态饭、念文旅经，创新实践“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奋力打造景村同美共富

的美丽乡村，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协同推进。

数据之言，最有力度。2021 年，鼎湖村集

体收入达到 132 万元，是 2004 年村集体收入的

6.5 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3 万元，是 2004
年的近 4 倍……跃动的数字，见证了鼎湖村今

昔巨变和山村百姓奔小康的奋斗历程。

建设美丽乡村
描绘景村共美画卷

多年来，鼎湖村始终把保护好绿水青山摆

在首要位置，在严格的生态保护中创造性地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质量、农村人居环境

显著提升。

“刚嫁过来的时候，鼎湖村道路破旧老化、

路面坑洼不平，道路两旁电线杆线缆高空乱

架。最近几年，村庄在仙都创 5A景区大力推动

下，开始了一场‘美丽’革命，村容村貌发生了大

变化。现在的鼎湖村就像一个生态大花园，生

活环境美极了。”说起村居环境变化，2004年从

温州嫁到鼎湖村并在轩辕文化街开了家缙云烧

饼店的管逢妹感慨道。

鼎湖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做“减法”，

相继打出清洁家庭、清洁村庄、清洁河道、清洁

道路和清洁田园行动、“三改一拆”和“六边三化

三美”行动等系列组合拳，大力推进“厕所革命”

“垃圾革命”和“治污革命”，空中网线遁地行，

村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

同时，鼎湖村结合绿道建设，打造了以慢游

健身、滨水游赏、乡村文旅为主要功能的瓯江山

水诗路廊道；建设轩辕文化街，拥有各类旅游商

铺 30余间，如今的轩辕文化街，道路宽敞、楼房

规整、风景宜人，民宿、美食汇聚，游人熙攘，成

为景区的金字招牌之一。

鼎湖村的建设发展，不仅仅停留在形象做

美扮靓上，更着眼于内在美，大力挖掘美丽乡村

的丰富内涵，实施村庄功能设施提升行动，完善

辖区健身广场、便民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等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交通便捷、生活舒适的公共文化

生活圈。

鼎湖村村庄建设从“面子”深入到“里子”，

先后获得国家森林乡村、省级特色旅游村、市级

特色文化村等一系列荣誉。鼎湖村党总支书记

刘金彪表示，鼎湖村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促进了

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各种利民惠民工程也在农

村加速“开花结果”，让“农村比城市更令人向

往”渐渐变成现实。

挖掘特色文化
书写文旅融合篇章

最近一段时间，位于鼎湖村的仙都民俗文

化展示中心重建项目快马加鞭、全速推进。该

展示中心集合了以缙云烧饼为代表的农产品展

示展销、民俗文化展演等综合功能，建成后这里

将成为缙云对外传播黄帝文化、民俗文化的一

个重要窗口。

缙云是中国南方黄帝祭祀中心和中国南方

黄帝文化辐射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

鼎湖村从传承中华文脉的政治高度和历史

自觉出发，把擦“靓”黄帝文化名片作为村庄建

设的一大资源，不断做好黄帝文化转化利用文

章，全面扩大黄帝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

鼎湖村深入挖掘黄帝文化内涵和本地特色

文化，推出个性化定制产品，集中打造黄帝文化

主题民宿村，开展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旅游产

品开发，目前已发展民宿、农家乐上百家，全村

从事旅游服务相关产业人员千余人。

“黄帝文化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做好转

化利用，就是要让非遗‘活起来’，富裕一方百

姓。”刘金彪表示，借力底蕴深厚的黄帝文化资

源，鼎湖村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子，

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缙云自古有“石城”之称，采石业发达。岩

宕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废弃采石场，也是缙云

传承千年的独特历史文化遗存，它曾经承载了

几代人创业致富的生活理想，也给当代留下了

生态修复和活化利用的现实难题。

2021年，缙云县对千百年来废弃的采石场

进行再开发，生态活化利用岩宕资源。在仙都

景区，岩宕主要位于鼎湖村北部约 1 公里的山

谷中，目前有 9处活态岩宕“上线”，3处对外开

放成为网红打卡地。

这其中，8 号岩宕采石平台被改造为一个

个阅读空间，摆上书架、书桌，成为公共书房。

9 号岩宕有着独特的声学条件，可以作为人文

讲堂或者演出剧场，不久前，仙都岩宕萨克斯

风专场音乐会在这里举行，身处这不插电的

“天然音吧”，一曲曲旋律优美、宛转悠扬、令人

陶醉的萨克斯风音乐流淌在岩宕里，荡漾在天

空里，飘进每一位观众耳朵里。10号岩宕被改

造成一个户外展厅，在 3 米高的观景台上，可

以直视岩宕中央，随着敲击声在山谷中回响，

采石匠在一凿一锤中“开山采石”，演绎一幕幕

采石画面。

今年年初，位于鼎湖村的仙都岩宕一经亮

相，就迅速爆红，吸引了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

卡”，带动了乡村旅游、民宿经济蓬勃发展。“住

在我这里的游客有不少是冲着仙都岩宕的壮观

景象来的。”把民宿建在岩宕周边的石迹悠居民

宿业主李辉说，游客入住后，他会带着他们寻访

岩宕点，零距离感受缙云千年采石文化。

刘金彪说，文化与岩宕的成功联姻，把废弃

采石场这一“消极资源”精心转化为“积极资

产”，给鼎湖村带来了更多旅游新业态，为带动

村民共富提供了新途径。

发展乡愁产业
探索共同富裕路子

一直以来，鼎湖村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内

涵、风土人情，大力推进民宿农家乐、缙云烧饼

等乡愁富民产业发展，实现“游在仙都、宿在鼎

湖、吃在农家”，推动富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鼎湖村坚持走品牌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成

立轩辕民宿部落和农家乐协会，提供民宿农家

乐业务培训，积极举办各类乡村节庆活动以及

各种体育运动项目，打造多种主题、各具特色的

庭院，全力推进民宿农家乐发展。当前，鼎湖村

轩辕文化街共有民宿农家乐 252 家，床位 6567
个，餐位 1万余个。

同时，鼎湖村积极打造舌尖上的乡愁产业，

将缙云名小吃烧饼作为一大富民法宝，让村民

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随着仙都旅游业风生水

起、游客日渐增多，管逢妹夫妇一合计，在仙都

景区开了家缙云烧饼店。“游客经常处于爆满状

态，一年赚个二三十万元不是难事。”管逢妹一

脸自豪地说。

当前，鼎湖村已成功打造集缙云小吃、土特

产、烧饼文化体验等服务为一体的烧饼总店，

产品涵盖五大类、九大系列、上百个品种，烧饼、

梅干菜、笋干、麻糍、清明粿等农家特色产品深

受游客喜爱，旺季时一天可接待游客 400 多人

次，每天收益达 1万多元。

现如今，作为景区村的鼎湖村，依托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实现精彩蝶变，聚拢

了人气、带来了财气、激活了生气，村庄越来越

美，村民腰包越来越鼓，过上了红火日子。刘金

彪说，未来日子里，鼎湖村将坚持以“丽水之赞”

为引领和动力，坚定厉行“丽水之干”，大力弘扬

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以实干实绩实效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鼎湖村：景村同美万象新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