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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乡下 村，一栋历经沧桑的古民居正
焕发新生。这座藏在青山间的百年老宅，是抗战
时期“特约太平经济建设实验区”旧址之一，即将
变身为山海共富研学基地。

“这座占地 1000 平米的徐氏故居目前已经
完成主体结构修缮，即将进入展示厅布展的关
键实施阶段。”下 村党总支书记傅建勇介绍
说，该故居不仅完整保留了建筑原有的土木结
构和传统风貌，更精心复原了抗战时期经济建
设实验区旧址特有的木质格窗样式。“抗战时期
真实感扑面而来，更能加深市民游客们的历史
记忆。”

据悉，太平经济建设实验区山海共富下
村研学基地创新打造“山海共富产业展示厅”，
聚焦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与莲都区太平乡两
地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展陈、实物标本与动
态数据可视化，构建跨区域产业协作平台，推

动两地优势资源深度对接与创新融合。
“下 村研学基地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

更是山海协作、城乡共富的实践平台。”太平乡党
委书记李秀红表示，要以这个研学基地为平台，
吸引市内外众多游客前来太平乡开展红色研学、
观光旅游、康养休闲、水果采摘等活动，进一步招
引农旅融合项目，丰富太平乡的新业态发展，大
力加强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除了太平乡下 村，丽水还有不少乡村拥有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些乡村立足生态资源优
势，以项目建设为引领，进一步破解生态资源价
值转化难题。

走进黄村乡黄村村华能莲都农光互补项目
现场，230亩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作为莲
都区最大的集中式光伏项目，这里已于去年 1月
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收益超 800 万元，每年
为乡集体增收 40万元。

“板上发绿电 板下飘芳香”的农光互补模
式，让土地一地两用结出双倍丰硕的“果实”。光
伏板下，澳洲茶树长势喜人。黄村村主职干部周
珍平算了一笔账：“芳香作物成熟后，年均收益
100 余万元，加上光伏分红，咱农民腰包更鼓
了！”乡强村公司负责人吕欣宇补充说：“0.9兆瓦
的配套项目也已并网，未来将带动更多村民参与
到‘光伏+现代农业’建设中来。”

但是黄村乡并不满足于此。黄村乡计划以
“茶孝文化”为纽带，投资 1000万元打造示范园，
串联智能茶厂、机械化茶园和陆氏宗祠文化体验
区。“未来，游客既能研学制茶工艺，也能体验孝
文化寻踪。”黄村乡宣统委员杨勇介绍。茶农们
则满怀期待：“茶厂升级后，鲜叶收购价涨了，日
子更有奔头！”

“我们要让古村‘活’出经济价值。”黄村
乡党委书记虞旭萍说：“通过 GEP 转化交易，

把 山 水 林 田 变 成‘ 绿 色 银 行 ’，带 动 果 蔬 种
植、研学旅游、生态康养等产业，让村民在家
门 口 吃 上‘ 生 态 饭 ’。”而这种将生态资源系
统核算并转化为发展资本的模式，正是丽水
市深化生态文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的创新
探索。

正如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周玲强的观
察：“文旅融合需通过鲜活文化场景与游人共
情。”当萤火虫在古堰畔点亮夏夜，当艺术在瓯
江中发出耀眼光芒，当山珍产品出现在全球各
地，古村落生态赋能焕发新生，莲都正以三个

“无价密码”解密生态建设新篇章，湿地修复催
生热门爆款的“萤火经济”；艺术推动生态环境
走向现代艺术；共富工坊让农户执掌产业话语
权。

这条莲都生态文化建设之路，正源源不断地
铺展着山乡未来的绿色图景 。

古迹焕新承文脉 文旅融合启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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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与莲都区碧湖镇九龙国家湿地公园仅一路之隔的紫藤人家农家小院，坐满了来自上海、温州、杭州等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吃饭、聊天，等
待夜幕降临后，赴一场九龙湿地的浪漫“萤火之约”。

这片曾被2022年极端高温重创的萤火虫栖息地（当时部分区域每百平方米仅剩一两只），经两年科学修复，种群数量奇迹般恢复至百只规模，织就了一
幅梦幻的生态画卷。这不仅是生态修复的胜利，更是丽水厚植生态文化土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一明一灭的萤火，悄然点亮了莲都“萤火经济”：周边农家乐月营收增长60%，惠丰采摘园热带水果供不应求，“有点SU·生态美学营地”每日最多接待
300名游客，春游、团建，周末还需提前三天预约。而这场生态保卫战的背后，正是丽水十五年如一日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缩影。

从古堰画乡艺术传承到“山”字系品牌矩阵崛起再到古村落焕发新生，莲都这座浙南山城正书写着生态文明的鲜活范本，为丽水深化生态文化建设、打
造“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莲都经验”。

千年古樟下，数十个画架陆续支起。美术学
院的学生们利用手中的水墨、水彩与油彩，将古
堰画乡的屋檐瓦舍、渔舟帆影、通济古堰落于纸
上。

“以前我们这儿可没有现在这样受欢迎。”碧
湖镇堰头村党总支副书记张伟武，看着大樟树下
打卡的游客，不禁感叹道。

多年来，莲都依托“世遗古堰、艺术画乡、水
韵瓯江”三大优质资源，成立统一独立高效的运
营管理机构，按照“一廊、三区”规划布局，将古堰
画乡打造成为集休闲度假、艺术研学、文化体验、
生态康养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走出了一
条“生态颜值”向“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

从此，古堰画乡焕发新生：20多幢古建筑修
旧如旧，鹅卵石老街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胡树
良在家门口摆起饮料摊：“不用外出打工，额外收
入够生活！”

与此同时，建于南朝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通济堰，也在文旅融合赋能下焕发出新光彩。
今年“五一”假期，莲都深挖通济堰文化内涵，推
出“通济庙会”“通济宴席”“通济集市”特色民
俗度假产品，打造出一方人文艺术与生活态度

相碰撞、传统特色与现代城市相对衬的美学大
集。

当艺术美学与优美风景互相映衬，村民们日
渐享受到了生态资源带来的红利——老民居可
以出租给民宿业主收租金，自己也能开个小餐馆
谋生，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回来开个文创店、咖啡
店……新业态在这里蓬勃生长。原本开设代办
木材厂的王任能毅然转型做起了民宿，如今他的
两家民宿年总收入超 30万元。

古堰画乡因画而生，因画闻名，一幅幅丽水
“巴比松”油画见证了莲都艺术的“破茧成蝶”。

19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在法国巴黎枫丹
白露森林边的巴比松村，诞生了一个“面向自然、
对景写生”的巴比松画派，这种以自然为师的大
胆创新精神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印象派，打开了现
代绘画的新格局；100 多年后，瓯江之畔的古堰
画乡同样聚集着一批丽水本土油画家，他们常年
专注于表现家乡的绿水青山，被外界称为“丽水
巴比松”画派。

古堰画乡艺术中心展厅内，200 余幅“巴比
松”画派作品吸引着前来观赏的游客，一幅幅画
作上的瓯江如碧玉般温润，也似碎银般跳跃，每

一步都能邂逅艺术的惊喜。
而展览不仅是油画艺术在古堰画乡的一次

璀璨绽放，也是人文艺术与自然风光在画布上的
一次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更是莲都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
枫丹白露法语意为“美丽的泉水”，丽水亦因

山水得名，两个以“水”为名的土地，因同样的艺
术追求隔空对话。

如今，“丽水巴比松”文化主题已成为古堰
画乡的特色“金名片”，近 300 家艺术院校在这
里建立了写生创作基地，吸引了全国各地名家
云集驻留写生创作，每年接待写生创作人数超
15 万人次。艺术日渐成为莲都的必需品，同生
活、产业交织生长，营造出了古堰画乡的共富
空间。多年来，古堰画乡特色产业总产出近 17
亿元。

古堰画乡从千年古堰到东方枫丹白露的艺术新生

今年三月，莲都区峰源乡产出的珍贵高山羊
肚菌迎来采收旺季，总产值超百万元。这些来自
千米高山的“黑金子”，乘着飞机、高铁运输到全
国各地。“别看这东西长得不起眼，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它就是我们山里的‘黑金子’！”在峰源乡正
岙村，村民们正小心翼翼地用农具将一朵朵棕褐
色的羊肚菌从泥土中割下。“这可是海拔千米高
山上种植出来的，亩产超过 800斤呢！”

今年 71 岁的江章树，以前农闲时只能闲在
家里，现在每天都来羊肚菌基地干活，日子也越
来越有盼头。“别看我现在年纪大了，在这里干
活，一天能赚 200块，收入很不错的。”江章树笑
着说。

以羊肚菌、灵芝等珍稀菌菇为代表的“高山
山珍”接轨市场的同时，莲都的另一张“山”字金
名片——“浙江第一早茶”，也以其独特魅力吸引
着四方游客。这些依托绿水青山打造的“山”字
品牌，不仅是富民产业，更是丽水着力培育的生
态文化标识，讲述了人与山水和谐共生的现代故
事。

暮春三月，莲都春茶进入了采摘期。在大港
头镇莲湖茶叶基地里，莲湖茶叶基地负责人潘见
华带领着几十名茶农，腰挎竹篓，穿梭在翠绿的
茶树间劳作，一双双巧手在绿叶间上下舞动，“莲

都生态气候条件好，种出来茶叶的品质高。这两
年，随着莲都茶名气越来越大，市场需求量更大
了，售价每斤高达 1500元呢！”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
姓”的故事，在丽水打开了崭新的篇章。

“我们‘莲城雾峰’上榜了浙江省名优‘土特
产’百品榜名单，今年还跟龙泉茄、惠明茶等产品
被评为 2024年度‘丽水山耕’拳头产品。”潘见华
告诉笔者，目前莲都区茶园面积 6.1万亩，年产量
达 2865吨，产值 3.36亿元，入库茶叶专家 31位，
全面培训覆盖茶农 800余人次。

“丽水山耕”作为全市域公用品牌，其拳头产
品的评选与推广，正是全市生态文化建设在农产
品价值转化领域的关键抓手，有力提升了生态产
品的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力。

为培育出一批具有丽水生态特色、历史文化
底蕴且在市场具有一定消费群体和知名度的产
品，“丽水山耕”拳头产品评审工作从 2022 年至
今已举办三届，不断为“丽水山耕”品牌注入新的
动力和活力。

近年来，莲都区立足资源禀赋和区域特点，
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统筹推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借“山”之优势，以“联”之
举措，延“品”之链条，促进“生态资源”向“富民

资本”转变，让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金山银山”
的成色更足。据悉，2024 年莲都区百余种农产
品加工品远销中东、欧美等地，销售额高达 2亿
元，创近 5年新高。

为了帮助“山”字系列产品克服农业瓶颈，莲
都区携手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浙江省农科院、浙江农林大学等省内外
高端院校、科研院所，助力“三农”发展，与浙江工
商大学开展院地合作，共同成立绿谷食品健康产
业研究院并开展实体化运作。紫金街道建立强
村公司、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
第三方专业投资机构“五方共建”机制，构建以强
村公司吹哨发起，其他主体评估响应的“1+4”创
富激活体系。今年 5月，莲都杨梅入选浙江省第
四批名优“土特产”名单。

“杨梅‘住’进了大棚，温度、湿度、光照都实
现了数字化管控，所以果实成熟得早、口感好，果
型也漂亮，糖度能超过 15度。”在大棚内的杨梅
树下，杨坑村党支部书记阙金荣和强社公司的工
作人员一边直播，一边随手摘一颗杨梅品尝。

为实现农产品市场产销对接，做强区域品牌，
提升农业生态产品品牌溢价，莲都积极组织农业
主体参加国际茶博会、长三角地区枇杷推介会、长
三角地区精品杨梅评选会等大型展会，依托山海

协作将农产品带入义乌共富市集，并与生鲜社区
团购电商签约建立定向采购合作机制，打好一系
列“组合拳”，打开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互联网+’、冷链物流等技术突破了传统杨
梅保鲜难、运输难等问题，彻底打开了市场。”南
山村党总支书记陈国春表示，过去杨梅销售主要
靠客商来村里收购，种植户拿到手的钱却不多，

“冷链打通了线上销售渠道，使整个采摘季的黑
炭杨梅售价都能稳定在每公斤 40 元左右。现
在，全村杨梅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 1500 万
元。”

“山”字品牌矩阵崛起 撬动共富杠杆

文/叶辛 郑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