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 ”
秋日时节， 来到景宁畲族自治县大漈乡， 这里犹如欧阳修诗中所描绘的地
方———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寻觅向往的美丽乡村，朴实、恬静且富有朝气和人文
气息。

这是一个乡村振兴该有的样子。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城市的繁荣，更离不开乡村的振兴。 且不说其他地方如

何，单论大漈，乡村振兴便值得众人移步一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关键词和总要求已然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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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增收致富 “网红”乡镇渐成创业福地

近段时间也是大漈乡高山冷水
茭白丰收的时节。 日前，在该乡茭白
交易市场， 彭岑村党支部书记彭一
东正和村民一块忙着将茭白装袋，
准备交接给来自台州的采购商。

“收购价格 4 块一斤，会在上海
等地的大超市零售， 在那里价格可
就翻翻啰。 ”彭一东告诉记者，高山
冷水茭白是大漈乡的特色产业，也
正是靠种茭白， 不少农户走上了致
富路，平均年收入 4 万元，多的有十
余万元。

大漈乡小佐自然村海拔 800 多
米， 这里的高山梯田从山谷到山顶
有数百级，历史悠久，耕种时间超过
800 年。 近年来，随着大批年轻人外
出，梯田出现抛荒现象。 为了让传统
的农耕文明延续， 也为了让留守村
民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大漈乡党委、
政府想出了“梯田认租”的点子。

认租一份梯田， 将被授予小佐
“名誉村民”， 还可以亲自到现场参
加劳动，亲近自然，体验农趣。 认租
人可免费获得 19 公斤梯田红米或
44 公斤原生态大米， 本人还可以免
费参加小佐的“丰收宴”尝鲜米。

梯田出租， 也让当地 40余位留
守老人有了稳定的劳务收入。 62 岁
的村民严百良就是认租梯田的“技
术工人”。 他说，年龄大了外出不方
便， 现在在家门口种地， 每天能挣
170 元，开春以来已经从认租田里挣
了 7000多元钱。

一直以来， 大漈都是一块创业
致富的宝地， 旧貌换新颜之后更是
如此。

2005 年， 萧山人何俊益跟合伙
人一起在大漈开发了高山花卉基
地。 他说：“之所以被大漈吸引，是因
为大漈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海拔高、
年均气温低， 极适宜种植高山花
卉。 ”自高山花卉基地建成以来至今
已有 14 个年头。 何俊益感触颇深：
“人们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这

个外来和尚在大漈耕耘十二载，也
算是念好了一本‘致富经’！ ”

自 2005 年以来，何俊益与当地
花卉合作社负责人梅卫元在潘宅村
梅方坪建设了高山花卉基地 80 余
亩 130 余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成
功培育了“一品红”“鸟巢”“多肉植
物”等品种，深受广大游客欢迎，解
决了大漈 50 余人的劳动力就业问
题，年均收入达 150万元。

高山花卉基地的成功， 不仅丰
富了大漈休闲旅游的内涵， 也打响
了自身的品牌。 合伙人梅卫元说，下
一步将加强与“大漈罐” 的联动合
作，形成集“观光、体验、购买”为一
体的产业链， 真正念好大漈生态产
业的“致富经”。

在大漈乡西一村， 土生土长的
村民梅勇强从 25 岁开始回乡创业
养殖土鸡、羊、牛，经过 5 年多的时
间，从最早的 30 头羊发展到现有存
栏羊 120 余只、 土鸡 1500 余只，年
收入达 25万元。

“家乡的好山好水是一块宝贵
资源， 这里出产的土鸡和羊都是纯
生态产品。 回家创业，既可以照顾父
母，又可以实现致富，何乐而不为。 ”
梅勇强说，下一步，他还将开展香猪
等特色产品的养殖， 依托大漈旅游
产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产业。

2016 年，在小佐梯田，原河北地
质大学副教授吕科建及其家人在清
朝诗人严用光故居的古建基础上修
建起“如隐·小佐居”民宿，如今已经
成为景宁乃至丽水旅游的一张金名
片；同年，28岁的李顺毅然从成都的
世界 500 强企业辞职，成为“如隐·
小佐居” 民宿的大管家；2017 年底，
29岁的林洁茹从上海来到了松阳石
仓，今年 6 月成为小佐村的“荣誉村
民”；去年，24 岁的张容和 22 岁的叶
魏勇先后来到“如隐·小佐居”民宿
做管家， 一次又一次刷新小佐村创
业青年的最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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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美好乡愁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新家园
一直以来，大漈乡党委、政府领导班

子深知，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美丽风光，“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和乐景象，是
多少人心驰神往的记忆。 让农村人居环
境“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关系
到广大农民的切身福祉、 农村社会的文
明和谐。

2017年以来， 借着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的东风，大漈乡党委、政府和广大干
部群众创新工作方式，以“志不求易、事
不避难”的工作状态，凭借实干、苦干、巧
干，加快打造“美丽大漈”。

“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前，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漈
什么都好，就是卫生差了点’。 ”大漈村党
支部书记梅东春回忆道，“说实话， 挺难
受的， 大漈多漂亮啊， 不就搞一搞卫生
嘛？乡里都下了决心，我们自己还没信心
了？ ”

其实就如同梅东春说的那样， 起初
的“搞卫生”的确遇到了阻碍。 在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开展之初，因涉及到灰寮、
旱厕等违建的拆除， 受到了许多群众的
质疑和误解， 不少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
成员做拆违动员都吃了闭门羹。

如何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顺利
推进违建拆除？ 在梅东春所在的大漈村
委几经研究摸索后， 做了个出人意料的
决定：抓住主要矛盾，树立拆违典型，从
难处拆起！虽然过程颇为波折，但这个大
胆的决定却为村里打赢环境整治攻坚战
赢得了先机。“典型违建拆除后，工作的
推开的确顺利了许多。 ”梅东春说。

工作方式的创新，在于敢想敢拼，也
在于身体力行。去年三月份，一场大雪压
垮了西二村几位农户家的灰棚， 不仅给
周围群众的出行带来了不便， 更造成了
安全隐患。 为此，村两委第一时间出动，
在雪中奋战三小时，主动拆除、清理倒塌
的灰棚。 也正是在这次清理中，群众意识

到违建的安全隐患和拆除的必要性，更
被村两委干部的热情所感染，诸多的质
疑和误解都化为了支持和行动，越来越
多的群众参与到拆违整治行动当中。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整治是手段，
建设好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美好家
园，把“美丽环境、美好生活”惠及到农
村，才是最终目的。 今年年初，大漈乡党
委、政府提出“云中养生桃源，美丽幸福
大漈”发展定位，创新方式，按照“精定
位、有特色、明功能、能落地”的要求，做
强“一村一定位、一村一方案、一村一特
色”文章，协同推进“六边三化三美”“五
水共治”“三改一拆”等重点工作，坚持问
题导向，准确查找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短板，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的成果
催人奋进。

如今的大漈，不见了乱搭建的棚舍，
不见了乱堆放的垃圾，不见了乱铺陈的
废弃秸秆，规划整齐的古村落边，是平
坦开阔的石板路； 通向农家庭院的，是
精巧有趣的鹅卵石路，连绵百里的茭白
田边，是不知名的生趣植被 ......大漈宛
若涅槃的凤凰，破茧的蝴蝶，群山环翠，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美得如人间烟火，
似繁华盛景，美得出尘绝世，宛若谪仙。

“现在，外出乡贤给我们打电话说得
最多的是‘听说大漈变样了，真要回来看
看了’。 ”说到这里，梅东春显得有些兴
奋，他告诉记者，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漈呈现的是有
史以来最干净、 最整洁的环境面貌，它
带来的是群众和游客不再乱扔烟头和
垃圾的自觉意识，以及可持续的“整治
红利”。 今年以来，云中大漈景区旅游接
待游客 111 万人次，旅游营业收入 1715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29%和 17.5%，来大
漈摄影、写生的人明显增多，大漈西一、
西二村同时获评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
品村。

实现生态价值 红绿融合打造“两山”新境界
生态宜居的大漈乡并没有止步于

“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的大漈的确不能止步于

‘生态宜居’，那样的话，大漈迟早会失
去活力和魅力，最终失去美丽。”大漈乡
党委书记刘海华如是说。

在刘海华看来，无论多美、多宜居
的乡镇，没有产业配套，都不可能走得
太远，更别谈乡村振兴了。 在发展产业
时，要依托生态这个底牌，把准脉、定好
位，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形成特色，
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的价值。

大漈发展生态产业的第一步就是
生态农业———高山冷水茭白。 自 2003
年开始试种茭白以来，发展至今该乡种
植规模达 5000 亩， 农民亩均收入多年
稳定在 7000元以上， 去年年产值 3700
万元，是名副其实的“浙江省高山冷水
茭白之乡”。

大漈高山冷水茭白的品牌作为“丽
水山耕·景宁 600”的主打产品之一，已
经通过了无害产品认证，被誉为“可以
生吃的水果茭白”，产品不仅远销上海、
江苏、杭州、宁波、温州等地，还辐射带
动了相邻的多个乡镇和周边庆元、泰
顺、龙泉等兄弟县种植发展茭白产业。

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的成果是生态宜居，而生态宜居也
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依仗。

近段时间，是大漈一年游客客流的
高峰期。 几乎是每天一大早，“云中山
月”的农家乐业主梅志平就会张罗着为
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早餐， 刚过八点，
客人们陆续起床，农家乐的十余张餐桌
被挤得满满当当，梅志平夫妇手脚麻利
地为他们端上丰盛的早餐。“到目前为
止， 接待量比去年同期多了三分之一，
现在全乡内几乎一铺难求。 ”梅志平无
不喜悦地说。

据统计，目前大漈乡共发展星级民宿
农家乐 64 家、 餐位 4500 余个、 床位 800
张，其中“如隐·小佐居”被评为全省最高
等级（全市唯一）“白金级”民宿、全国 12
家“中国最佳民宿”之一。 7 月至今，大漈
农家乐的预订率超过 60%， 入住率达
95%，部分农家乐营业收入超过 35万元。

与此同时，大漈乡立足中纪委监察部
杭培教学实践点、省级生态环境教育示范
基地及丽水市劳模疗养基地的现实基础，
以廉政教育基地运营为依托，融合红色文
化与绿色资源，全面发展培训经济。

其中，突出木马择匠、时思孝廉等“红
色文化”“廉政文化”特色，同步开展木偶
戏、花鼓戏等非遗文化演出，打造以木马
择匠遗址、乡村（廉政）电影博物馆、家风
馆、清风园等为主线的廉政文化考察“清
风线”，2018 年共接待考察团队 65 批次
2342 人次，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20%，进一
步带动全乡旅游增收，切实将“红色文化”
打造转化为培训经济发展红利。

不仅如此，大漈乡还积极探索市场主
体合作模式，将培训经济发展与“双增”工
作开展相结合，形成“基地 + 农户 + 村集
体”的三产促增收模式。 加强廉政文化教
育基地培训教育实践功能，进一步丰富基
地内涵，增强学员观感体验，努力打响特
色廉政文化品牌。 2018 年全乡 8 个村共
同组建的“云漈”强村公司，实质运营茭白
市场和培训经济“清风线”项目，实现收益
29 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益 5 万元以上；
依托茭白和旅游两大产业支柱，推动“创
新农业”落地。以打好“生态牌”为基础，开
发红米、黄桃、多花黄精等“景宁 600”生
态产业，突出观光与体验功能，统筹开发
廉政菜园与“亲子游”户外拓展，全面带动
培训经济发展，实现文旅、农旅、廉旅全方
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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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漈振兴未来可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
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义中的一
段话。 对于大漈来说，最广泛、最深厚、最大的潜力和后劲就是
生态禀赋和生态产业。

数据为证，实例为凭。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漈做到了生

态宜居。 通过依托生态禀赋、文化底蕴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漈
做到了让群众增收致富，溢出获得感和幸福感，并且吸引了一
拨又一拨创业者，让这块宝地迎来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春天。

可以预见，大漈振兴未来可期并不是空话，因为如今这里
已经具备振兴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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