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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向“富美镇”华丽转身
李家巷镇全力推动产业重构、生态重塑和力量聚合

李家巷镇位于长兴县东南，交通发达，
矿产资源丰富，粉体、耐火等传统产业较为
发达，但是“村中有园、园中有村”的发展
模式，也导致该镇整体生态基础较为薄弱。
特别是，由于矿山的无序开采和粉体加工产
业的遍地生长，使得青山绿水曾一度成为当
地“破碎的山河”。

近年来，李家巷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环境综合整治，累
计关停在产矿山12家、各类粉体企业245
家，有力实现了产业“质”的提升、生态

“美”的蝶变。尤其是今年以来，该镇紧扣
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的
决策部署，全力推动产业重构、生态重塑和
力量聚合，在逐绿前行中探索出了一条以产
业发展引领共同富裕、美丽生态向美丽经济
转化的新路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和认同感得到全面提升，以镇域实践为湖
州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贡献了力量。

全链条推动产业重构 增添“绿”的亮色

多维度推动力量聚合 提升“富”的成色

全景式推动生态重塑 扮靓“美”的底色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李家巷镇石泉
村借助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帮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

在石泉村的驸马府邸客栈，投资人石
建平正忙着打理客房。该客栈占地700多
平方米，集餐饮和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石
建平第一次来到石泉村，就被这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所吸引，
他希望投资建设一个古风主题的餐饮民
宿，让游客有全新的体验。“我们这个项
目建在驸马府原址上，有文化背景，通过
中式建筑融入现代装修风格，让游客感受
一下古建筑的魅力。”石建平表示。

这样的情景是村民们之前不敢想的。
早些年，石泉村还是一个矿山村，生态环
境不尽人意。2018年后，石泉村通过精品
村建设和省级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挖掘
了当地1500多年的历史文化，招引了民
宿、酒吧、剧本杀等一系列业态，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招揽客商的同时，也吸引了
不少当地年轻人参与创业，趣野土灶烧烤
园负责人杨志鹏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
增加个人收入的同时，也为村民和村集体
带来了增收。例如土灶清洁、柴火准备等
工作会请村民来帮忙，房屋租金也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他说。

为了推进乡村旅游的发展，石泉村在
2021年还引进了第三方进行运营，目前每天
的客流量有几百人，节假日可达六七千人。

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的人均收
入从2018年不足3万元，到如今已超过5
万元。“我们将继续挖掘村里的历史文
化，打算做一些研学路线，把国学跟历史
文化进行融合，为小朋友带来研学课
程。”石泉村党委委员高蔷薇说。

据了解，该镇为全方位打造精品乡
村，坚持以“不拆不建”“先拆后建”的
理念，有序腾出节点和公共活动空间，以
几乎“零成本”的征拆代价推动精品村建
设。青草坞村累计拆除废旧厂房、棚披超
5万平方米；老虎洞村主动拆除老旧房
屋、围墙等180余处、2万余平方米；刘
家渡村以“先拆带后拆”等形式，拆除或

收储群众闲置房屋80余处。
一个个村庄的环境产生了“质变”，

扮靓“美”的底色在村民心中达成了共
识。如今，在青草坞村，村民周孝浩每隔
几天都会扫一扫家门口的二维码，他说：

“村里花钱建工程这些要紧事这里都有，
我们看一看就放心了。”

他扫的二维码是李家巷镇的“村务e点
通”，公开村级财务、劳务用工、小额工程、
征地补偿等各类村务，具体到每一笔支出
的时间、去向、用途、金额、经手人等信息
一目了然，如果发现问题群众即可投诉举
报。“让群众化身为无处不在的‘探头’，倒
逼村干部切实把相关制度执行到位，尤其
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等重大资金投入方面，
所有工程、资金使用通过平台一览无余。”
李家巷镇纪委书记卢芸毓表示，钱花得明
白，老百姓也就放心了。

在李家巷镇，老百姓家门口除了“村
务 e点通”二维码，还有另外一个二维
码，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查看该户人
家的文明诚信档案。

为了进一步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

气，人人争当“文明诚信示范户”，李家巷
镇组建了“石城联盟”，涵盖了超市、信用
社、卫生院等单位。每个示范户均可以在这
些单位享受消费优惠。“让文明者有所获，
让诚信者有所得。”李家巷镇党委委员黎静
表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全社
会都关注文明诚信，关心自身的文明诚信
情况，全面倡导文明新风尚。”

从垃圾分类“落后户”转变为“文明
诚信示范户”，石泉村村民王大伯对于“诚
信指数”感慨良多。因连续2个季度垃圾分
类等工作不到位被扣分，王大伯家被列为

“待提升户”，看到公告栏上连续两个季度
榜上有名，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之后，
王大伯一家积极整改，认真做好生活垃圾
分类，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参与卡点执
勤，还主动捐款获得了诚信加分，成为了

“文明诚信示范户”。
如今，通过政府投入、百姓参与、乡

贤助力，李家巷镇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个村一个村整”“一条路一条路治”
“一条河一条河清”，慢慢整出了形象，农
村变得干净、整洁、美丽、有序。

冬日的午后，一群年轻人正在青草坞
村文化礼堂进行训练，他们手里舞动的，
正是刚刚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青草
坞双龙——鸳鸯龙。一旁，鸳鸯龙的第五
代传承人陈钦招，一边做着示范一边进行
着讲解。十几年前，陈钦招还有另一个身
份，矿山老板。

青草坞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矿山村，
有矿山企业十余家，各类粉体企业 180
余家，粗放式的产业发展，鼓了村民的
钱袋子，却让青草坞的环境变了样儿，

曾经的“青草坞”也一度变成了“粉尘
坞”。青草坞也是“石头镇”李家巷镇的
缩影。

2011年前后，李家巷镇启动了粉体产
业转型升级，位于青草坞的180多家粉体
企业也全部关停，保留的企业全部集聚到
了粉体平台。关停的企业腾退后，成功打
造总面积1200亩的工业走廊，为项目落
地提供了有力的空间保障。近年来，先后
引进和落地建设了欣世纪、瑞晨环保等一
批优质项目。

不仅产业得以重构，经过十余年来的
不断整治，青草坞打造成了美丽乡村精品
村，曾经房前屋后的加工作坊，变成了一个
个美丽庭院和“口袋公园”。“粉尘坞”又变
回了“青草坞”。

乡村变美了，更要变“富”。依托产
业园区，青草坞村为企业配套建设人才公
寓、厂房，组建物业公司为企业提供保洁
等服务，通过系列组合拳，找到了一条与
园区企业双赢的路径，2021年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达到620万元。

“不仅仅是在青草坞村，我们在全镇通
过产业引领，带动村企互融互动，近年来累
计实施厂房出租、人才公寓、物业服务以及
配套停车场等各类项目超20个，推动村级
集体增收超1800万元。”李家巷镇党委书
记何永平介绍。

此外，李家巷镇还加快发展一产和三
产，香榧、鹅肝、紫笋茶、葡萄、优质稻
米等特色产品形成品牌效应，新农都农产
品批发中心年营业额突破60亿元。

今年以来，李家巷镇充分发挥产
业优势和人文优势，推动物质富裕和
精神富有同步发展，不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原本我们村的矿坑已经废弃多
年，得知周边企业需要处理大量建设
渣土，我们第一时间对矿坑进行了平
整，将其作为渣土堆放区，年收入达
30余万元。”老虎洞村党委书记史佳健
感慨。不仅如此，毗邻的刘家渡、沈
湾等村，则充分利用桥下空间，建停
车场、仓库，盘活了闲置资源，每年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节节攀升。

位于李家巷村的锦园新乡贤助力
共富示范基地，则采取“基地+农
户”的模式，整合村庄内茶叶、苗木
等产业及弁山文化资源打造了休闲观
光基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点。在租用农户土地的同时，基地还

聘用农户300余人，其中固定工人30
人，人均年增收约1.6万元。

不仅如此，李家巷镇组建镇村两
级乡贤联谊会，成立李家巷镇“1+1”
慈善帮扶基金，发动广大乡贤募集资
金1400万元用于困难群众帮扶和教育
事业发展。比如，企业家、乡贤自发
募集资金支持乡村路灯安装，创新打
造了“百企千灯”乡贤工作样板；乡
贤投资石泉山房、霖霏楼、唐味斋等
民宿项目近10个，有效推动美丽生态
转化为美丽经济。

实干为先，让共同富裕底色更足、
成色更亮。这也是李家巷镇产业重构、
生态重塑、力量聚合，推动“石头城”向

“富美镇”华丽转身的美丽画卷。
文/许旭 陆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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