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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景宁大漈：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绿意春风漾山城，百业兴旺富山居。

走进云中大漈依山傍水的村落，一幅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这里有一水护田、青山对开的美丽生态，有蒸

蒸日上的各色产业、载满乡愁的农耕印记，还有村民脸上洋溢的欢喜，所见所闻恰可满足游客对美丽乡村的想象。

产业兴，百业兴。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大漈乡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征程中，依托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的

优势，以深入推进农旅融合为切入点，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奋力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金钥匙，用勤劳和智

慧，赋予了这片绿水青山新的生机和活力。

文/曾翠 王涛

嫩绿的茭白丛中，一位农民坐在塑料凳上，数
着手里一沓百元钞票⋯⋯

这是大漈乡茭白收割季出现的一幕。
大漈乡位于景宁中南部，海拔 1030米，是典型

的高山盆地。
该乡种植高山冷水茭白已有多年。依托高山

优势，这里的茭白品质上乘，已成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全乡种植规模达 5000 余亩，
农民亩产收入多年稳定在 8000元以上。

如何将这项主导产业做深做实，写好“水”文
章？大漈乡推进百村万户富民增收行动，开展农
业生态套养示范项目建设，实施“茭鸭套养”“茭螺
共生”“茭鳅套养”，并给全乡的茭田装上杀虫灯，
以物理防治的方式减少病虫害，从源头上保证茭
白的原生态品质和口感。

在乡里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茭白送样检测
报告中，茭白种植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甲胺磷、氧
乐果、对硫磷、甲基对硫磷等 77个检测项都未检测
出残留，“生态茭白”实至名归。去年茭白收割季，
这份报告被送往杭州后，直接打通了世纪联华连
锁超市的供货渠道，每天茭白销售量达 70余吨。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套养模式还为茭农额外
增加了一笔经济收入。持续投放到彭岑村省级农
业发展示范区等片区 6.67公顷“茭鳅套养”示范田
的本土泥鳅苗，每公顷为村民增加了 3—4.5 万元
的额外收入。

在大漈乡 200余亩的“京东农场”基地里，水肥
一体化、数字化管理等设备不仅实时监测茭白的
长势，并能数字化智能管理，精准供肥。

京东农场是大漈乡今年的双招双引项目，总
投资达 1.26亿元，今年 3月落地开工。项目集数字
化、智能化、品牌化、电商化、标准化五位一体，将
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打造
浙江省数字农业的标杆，示范带动种植户增产增
收，提高农产品高附加值，真正把“景宁 600”的“好
山好水好品质”推向全国。

“科技+生态”，冷链配送，直播带货⋯⋯近年
来，大漈茭白产销两旺的大门已然打开。2020年，
全乡茭白总产值 4480余万元。大漈乡还与省农科
院深度合作，推进茭白深加工。目前产品正在小
样生产，8月份将进行新品发布并实行量产。

写好“水文章”的同时，大漈乡也在奋力书写
“山文章”。

以茭白产业为核心的基础上，大漈乡提出了
“1+X”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1”即以 5000亩高山
冷水茭白为 1 个核心产业，“X”指的是以黄桃、红
米等高山水果、蔬菜、生态米、中药材、花卉等种植
产业和山羊、黄牛、家禽、茭鳅等养殖产业为特色
产业。

今年 6月，大漈乡政府门前摆进了一排花卉盆
景。“这可不是为了美化乡政府环境的。事实上，
我们是在进行项目试种。”大漈乡党委书记刘海华
介绍，这是乡里今年的招商引资项目，拟投资额
200 余万元。小样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花
卉种植，看中大漈的海拔、气候优势后，想利用大
漈的天然优势来为一些不适宜在大棚内生长的花
卉“避暑”度夏。经过洽谈，大漈乡各村以村集体
垫付的方式先购买 10万元花苗分发给全乡在家农
户，农户在庭院将花卉盆栽养大后再返卖给企
业。经过测算，10 万花苗返卖后预计可得 15—17
万元。种养过程中，花苗、花盆等所有成本费用及
技术指导均由企业承担，农户不用出一分钱成本，

“浇浇水”便可增收。带来“门口经济”的同时，赏
心悦目的花卉还能美化庭院。

通过引资引智，打造多元化生态农业格局，
2020 年，大漈全乡农业总产值达到 7335 万元，同
比增长 9.5%，农民人均纯收入 26261.1元。

山水做文章
写好农业新篇章

飞檐拱斗，小桥流水，牌楼古坊，行走在大
漈，既可以在鱼嬉浅底的画面中感受江南水乡的
温婉，也可以在穿行牌楼古坊间触摸岁月的厚
重。

作为景宁全县两个 4A 级景区之一，云中大
漈已成为景宁重要的旅游窗口。每到夏季和春
节，前来避暑、过大年的游客便纷至沓来，农家
乐、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生宝藏，得益于雪花漈、千年柳杉王这
样的天然风景，也得益于大漈人对自然的敬畏和
保护。在大漈，不少老人都记得，早年日本人看
中大漈的古树，承诺以树换路、换电视，村民断然
拒绝：“要砍树先砍我！”

在百姓植树、护树、养树的优良传统下，乡内
古树众多，单株直径在 1 米以上、树龄在 1000 年
以上的树木就有 108 棵，其中树龄超 1500 年、直
径 4.47米的“柳杉王”为世界之最，国家一级保护
珍稀树种红豆杉有多处分布。

除了建造护栏、标识、建立护林队伍等常规
手段外，大漈乡的每一位村民都自发参与各类古
树救护、巡查、植树造林的活动。大漈乡还组织
党员、干部、志愿者推进“一村万树”绿化项目，并
持续深入开展“百街千巷整治”行动。近三年来，
全乡共种植超过两万余株树苗。

早年的大漈，山水胜景中美中不足的是蚊子
多。茭白水田成了蚊子的“温床”。蚊子成了大
漈人的心病，也是许多游客的“梦魇”。

“不能让小小的蚊子砸了旅游招牌！”去年，
大漈乡启动“无蚊乡”创建工作。

消灭蚊虫，最重要的就是环境整治，大漈乡
以此为抓手，开启了一场环境提升的攻坚战。在
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全乡持续开展“全域景区
化”攻坚行动，全员、全面、全域发动开展“洁净大
漈”行动。

大漈找来了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专门给大漈

开出了量身定制的“灭蚊锦囊”，通过开展垃圾投
放点改造、新增灭蚊灯，投入运行清扫车、清洗车
等机械设备，开展美丽庭院提升及评比、茭鳅套
养、茭鸭共生等工作完成生物、物理灭蚊。

为了调动起群众整治环境的积极性，大漈建
立了“红黑榜”评价机制，每月对超过 700 户村民
开展评选，引领践行《美丽公约》，日均发动超 100
人次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环境提升。乡里还定
期上交“一月见成效、两月大变样、半年全面决
胜”的“成绩单”。

“山里蚊子多，我们深受其害，灭蚊我们举双
手赞成。”村民吴启标说，在乡里的发动下，现在全
乡村民都参与到环境整治中，大漈的村容村貌有
了明显提升。

蚊子在大漈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前两年在大漈避暑被咬一身包的游客王小姐今年
再赴大漈时，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蚊子“不见了”。

“无蚊乡”创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大漈乡发
展的又一个篇章。蚊子骤减，大漈的高山避暑游
更加火爆，产业加速融合的连锁效应正在显现。

风景生宝藏 重塑美丽新乡村

“这个高山小乡村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和
丰富的旅游资源，你们现在看到的护关桥和旁
边的时思寺都是全国文保单位。”温州游客陈先
生是云中大漈景区的“老粉丝”，每年都会带上
家人来这赏飞瀑吃农宴，性格开朗的他还经常
为过往的游客讲解当地风土人情。

如同乡民护树心切一般，大漈人对历史和
文化的尊重同样深厚。

大漈至今保留着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对古建筑破损的修复从来都是按年代风格还
原。此外，这些年大漈乡没有大拆大建，近五年
内没有新增的违章建筑。

除了在建筑环境上尊重历史，大漈乡还在
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上守正创新。

抢猪节是大漈祖先们首创的大型群众庆丰
收娱乐活动，数百年来，流传至今，通过举办抢
猪节活动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去年以来，大漈乡以市场化为引领，将一年
一次的非遗“抢猪节”打造成为旅游文化产品，
实现常态化举办，“游客来了就能办”。

非遗文化的产品化转换，打破了大漈“避暑
游”“半日游”的困局，使旅游旺季从 6—10 月延
长至整年。大漈乡梅园山庄民宿负责人梅东介
绍：“去年开始淡季与往年相比有明显突破，像
以往 10 月份之后就几乎看不到人影了，但去年
淡季游客还是一波波来，收入比往年增加了不
少。”

茭白节、丰收节⋯⋯依托本地特色的节庆
活动，大漈以非遗接轨市场，用文化“搅热”了旅
游。乡里全力推进“文化+”研学游，将研学活动
与文化、旅游、农业充分融合，通过建设网红打
卡点、大自然研学基地、一村一品康养体验区等
特色活动，奋力书写“价值转化”文章，激发村集
体增收内生动力与群众增收致富能力。

游客多了，民宿农家乐的生意火了，村民脸上
的笑容多了。走进大漈乡垟心村村民潘文英的家，
客厅醒目的“喜”字映入眼帘。“去年儿子结了婚，还
给我生了大胖孙子。”潘文英笑得合不拢嘴。2017
年，见乡里旅游日渐红火，潘文英把自家装修成了
农家乐，10 个房间有 19 个床位，大厅摆上了七八张
大圆桌。住宿和餐饮一年可以为潘文英增收十余
万元，加上茭白种植 5—6 万元，“在农村，过过日子
足够了。”

云中大漈，处处是绿色答卷，处处见华丽嬗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徜徉在如画山水
间、奔腾在绿色产业里、流动在百姓笑脸上。2020
年，全乡农家乐升至 76 家，民宿 9 家，餐位 4236 个，
床位 990 张。暑期的农家乐民宿更是“一铺难求”。
全年接待游客 128万人次，旅游收入 1905万元。

在这里，乡村振兴的画卷正越展越宽，绿水青
山间的乡愁亦越走越近。

文化树品牌 注入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