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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傍太湖合港流“

@长兴八都岕5村：

6月15日，长兴县小浦镇方一村的趣野营

地，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杭州野古虫出没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礼雄和八都岕经济

联合总社社长钱建彬。

“虫出没”是省内有名的亲子旅游品牌，

与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达成了初步落户意向，

将和趣野营地联合打造一个新项目。“项目落

地后，5个村保底每年能拿到分红30万元，如

果营业额超过500万元，再按比例分红。”钱

建彬说。

“千山都看霜叶红，独有此地一片金。”长

兴县八都岕被誉为“世界古银杏之乡”，长达

12.5公里的八都岕内，分布着3万多株野生银

杏，每到秋季都会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

乡村旅游兴起后，岕内小浦、方一、潘礼

南、方岩、大岕口5个行政村，依靠“一片银

杏叶”吸引了不少好项目前来，但是因为项目

牵扯到好几个村的用地，村里协商不好，最后

和项目失之交臂。2018年，在八都岕管理委员

会的会议室里，5个村的村书记一致表态：“要

抱团发展！”

从2019年开始，5个村打破村域界限，成

立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按照“共享一条风景

线，打造一条经济带”的抱团发展思路，统一

规划建设，推动共治共富。

抱团后，八都岕发展的第一步是制定《总

体规划》，对岕内发展统一规划；邀请中国美院

专家，对村庄风貌整治进行设计规划：针对银

杏林密集的特点，打造银杏主题民宿集群……

近年来，八都岕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利

用古银杏资源优势打响品牌，让资源变出更多

财富。

总社统筹各村资源，加大招引旅游新业

态，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银杏叶变成

了“金叶子”：时尚咖啡与古宅融合的巷往小

院、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高端垂钓基地、杏福

5G直播间、夜间灯光秀，以及传承非遗文化

的山村京韵、岕里婚庆、白果制作等体验项

目，令游客流连忘返。

小浦镇生态旅游办主任郑经苑说，组团式

发展直接带动了5个村的发展，2019年5个村

经营性收入为552万元，2022年增长到929万

元。其中增速最快的一个村，从101万元增长

到268万元，增幅达到165%。

一片银杏叶的“共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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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天子湖镇20村：一块光伏板的“共富妙计”

……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

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

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

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

队、赶上来。”

——习近平2021年2月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

“协调发展，就要找出

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

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

潜力、增强发展后劲。”

——2019 年 5 月 16 日 ，

习近平发表在 《求是》 杂志

上的文章 《深入理解新发展

理念》

■截至目前，湖州累计建设四

批共40个组团式未来乡村、覆盖

171个村，占宜建村比率24.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乡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乡村现代化的底色，决定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色；高质量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进程。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

生地，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近年来，湖州市

以高标准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片区、高水平

打造组团式未来乡村为载体，积极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乡村路径。乡村组团式发展，是这种实践路

径的好模式。乡村组团式发展，可以打破村域界

限，有利于乡村统筹整合资源资产，优化人、

地、钱要素配置，通过联村联企的抱团合作，让

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互补，让区域优势和产业发

展联动，让片区规划优势和人文优势彰显，发挥

出“1+1>2”的效果，提升农村经济整体竞争力。

滨湖六村村庄联建，使得太湖与溇港“合流”，变

“一陆一水村无界”，探索出一条集成打造、产业

联动、资源互补的组团发展新路子。长兴八都岕

五村，“串联”起一条强村富民的风景线，组团式

发展直接带动了五村美丽经济的发展。而这两个

“组团”，仅仅是湖州市先行试点的四批共40个组

团的一个缩影。

乡村是一个系统，由人、地、业和村庄复合

组成。乡村系统的复合性，决定着联村组团发展

的可行性。推进乡村组团式发展，重在“联村”

强在“组团”，关键在于机制创新。联村组团上，

要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打破村域、隶属关

系的限制，以区域经济优势为纽带，实现更大范

围的组团。要选好强村，选好强的带头人，推进

组团村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以强带弱。联村组

团，规划也要连体，县级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

片区层面要推进一体化规划。联村组团发展，要

有平台载体来支撑，要通过联建共享数字化平

台，推进“组团”做好“融”的文章、提升

“合”的效率。机制创新上，重点是组团式发展所

要求的项目机制、产权机制、治理机制、分配机

制和政策机制。项目是联村组团发展的载体，项

目选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团发展的成

效。要发挥县乡层面的统筹功能，建构起与村集

体、农民和各关联主体共同选择项目的机制，探

索“强”的模式，采用“强村公司”的经营方

式，实现村强民富。组团发展的治理机制，不仅

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还要体现在村与村之间的

公共事务协调与矛盾处理上。组团发展，需要为

“联村”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建立联村发展用

地机制，加大财金服务力度，落实农村集体经济

效益增长与管理人员收益增长挂钩的激励政策。

期待湖州在“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

富、城乡和美”的大场景下，探索走出一条可复

制、可推广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路径，为全省提

供“湖州样本”。

“

7月7日上午，安吉天衡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太喜满心欢喜地打电话给镇领导，汇

报光伏助农项目的最新进展。“20个村的69户困

难村民都同意入股，银行也同意给予低息贷款。”

刘太喜口中的项目，是他最近想到的致富

金点子。“安吉天衡”是一家由安吉县天子湖

镇受荣、高禹、良朋等20个行政村出资成立

的强村富民公司，这些年来效益不断上升，分

给各个村的红利也不断增加。强了村如何富

民？刘太喜想到，让困难农户低息贷款，入股

光伏项目，预计每个村民一年有 8000 至

1万元的收入。

上个月，刘太喜把这个点子告诉了20个

村的村书记，征询他们的意见。20个村书记都

表示支持，村里排摸了困难群体，最终报上去

了69户。

天子湖镇一共20个行政村，但在2018年

时各村的发展很不均衡，“村集体收入一年几

百万元的有，一分没有的也有。”为了让各村

发展更均衡，镇里对20个村进行了梳理，以

每村入股的方式抱团成长，互补不足。但是，

刚开始大家都

各有顾虑。

“我们村里穷，没钱投资”“投这么多钱，

万一亏了怎么办？”大会上，针对各村的疑虑，

镇领导拍了板：“没人敢说投资一定不亏，但走

这条路，大家才有可能一起富！”经过向各村反

复做工作，并由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最终

形成了决议，“安吉天衡”由此成立。

2019年年底，在天子湖镇20个村共同商

讨决定下，“安吉天衡”投资了2000多万元打

造的玻璃水滑道项目落户受荣村，随后通过招

商引资，整合成为“山水受荣”荣耀天空之城

景区，空中玻璃漂流、摩天轮、阳光沙滩，吸

引了大批游客。

目前，“安吉天衡”成立了9家子公司，形

成了全域物业、工程建设、生态农业等9大业

务板块，直接或间接带动村民就业600余人。

每年，公司会定期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和20

个村村书记商量项目招引和公司运营。

2018年营业收入1442万元，分红251万

元；2022年营业收入6540万元，分红1000万

元……5年来，“安吉天衡”的营业收入和20

个村的分红都增加了近5倍。“接下来，我们要

把更多好的收益分配给广大村民，让富裕的果

实结满每个村。”刘太喜说。

2020年

湖州在全省创新提出“组团式

未来乡村”概念,决定每年建设10个

左右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片区

2022年

浙江省公布了首批未来乡村

建设试点村名单，湖州市6个组团

式未来乡村（28个村）名列其中。

湖州是全省唯一全部以片区形式推

进未来乡村建设试点的地市

2023年
在全省共同富裕第一批创新模

式承接贯通——“千万工程”牵引

下的未来乡村建设模式评价中，湖

州获全省第一

记者 徐震

沿滨湖大道而行，南太湖的旖旎风

景尽收眼底。42条溇港从滨湖大道下穿

过，诉说着湖州这座城市与太湖的千年

姻缘。

紧挨太湖的吴兴高新区杨溇村、许

溇村、幻溇村，织里镇义皋村、伍浦

村、庙兜村，如今共同有个响亮的名

字：“滨湖六村”。清晨，一轮红日从太

湖边升起，铺满广袤的水面；小桥流水

旁，船拳表演师傅吴水泉的晨练抖擞有

力；“老村长”宋松元打开村史展览馆，

腰间系着的钥匙叮当作响；星空咖啡屋

香气扑鼻，店主杨锡琛接到了预订帐篷

的电话……一幅活色生香的溇港风情图

就这样醒来。

自古，水傍太湖分港流。如今，千

年溇港滋养的滨湖六村正以另一种方式

抱团“合流”。“串珠成链、握指成拳，

滨湖六村代表了打破村界、合力发展的

乡村未来。”吴兴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

何金说。

一 一港现荣光
夏日清晨，80岁的义皋村村民胡根

才在村里沿河踱步，蓝天绿水、粉墙黛

瓦、斑驳古桥。这条河连通太湖，穿过

义皋、伍浦和陈溇，在去年被打造成六

村的水上观光线路。

很难想象，这颗“明珠”也经历过

黯淡无光的时期。“不少古迹被毁坏了，

村里的河道一度成了臭水沟……”胡根

才回忆道，“9年前，古村又回来了。”

“一万里束水成溇，两千年绣田成

圩。”从高空俯瞰，溇港连接太湖，向南

蜿蜒流转，润泽着上百个村庄。滨湖六

村，正位于太湖溇港区域的核心地带，

因溇而生、因港而兴。

进入21世纪，六村依然走着传统农

业的老路，发展陷入了瓶颈。吴兴区农

业农村局社会事业科科长蒋鸣说，2015

年，六村产业以蔬果种植为主，平均村

集体收入为35.5万元。

危机感，被越来越多的村感知。义

皋村村委会原主任潘水芳回忆道：“年轻

人都去镇里的工厂上班，农田没人种，村

里发展不起来了。”被称为环太湖菜篮子

基地的杨溇村面临产业单一的困局，“为

了保护太湖，不能引进工业企业，我们一

下子找不到方向。”杨溇村党总支书记宋

晓峰说。

更急迫的是对溇港文化

保护的缺失。六村的

村民都反映：“河

里的淤泥越积

越高，船都开不过去，岸边杂草重生，

不少河都成了断头河。”

穷则思变，六村纷纷想招数。义皋

村治理日渐淤塞的溇港，老茧站变身太

湖溇港文化展示馆，公园、民宿、停车

场等相继建成；庙兜村投入1255万元，

提升和改善其余自然村的基础设施和环

境；幻溇村开展集镇小城镇综合整治，

对设施进行配套，还对集镇内的织太路

等一纵二横主干道立面改造……

但是，六村的发展并不均衡，部分

村的跑步速度有点慢，甚至于掉队了。

数据显示，2020年义皋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 300 万元，相比 2015 年翻了四

番；但其余5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均不到

200万元，相比2015年翻了两番不到。

在义皋村党总支书记钟良看来，各

自发展的格局不够。“乡村产业规划得基

于一定区域和体量，才能有功能布局，

既相互照应，又彼此区隔，同时把优质

资源进行集成，也能拉长线路、留住更

多游客。”

2020年，滨湖六村启动“组团式未

来乡村”建设，作为我市首批组团式和

美乡村的10村之一，打造为全省示范、

全国领先的平原水乡美丽乡村精品样板。

乡村组团式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没有先例，滨湖六村如何破题？

一份发展规划——《滨湖六村组团

发展专项规划》，排定美丽乡村重点建设

项目、产业化项目、基础配套项目“三

张清单”，项目定到哪里、政策资金配套

到哪里。

一个建设主体——吴兴兴溇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统一实施，标准化、集约

化推进工程建设。两个主体乡镇分工协

作，陆续招引海亮明康汇、全美农业、

德马京东等产业项目14个，撬动社会资

本3.68亿元。

截至目前，滨湖六村整合各级资金，累

计投入6.28亿元，国家4A景区创建投入

3200万元，落实基础设施配套3.7亿元。

一陆一水村无界
傍晚，太湖边的滨湖大道上时常有

车辆驶过，与之并行的一条蓝色游步道

上，来自六村的村民悠闲踱步，聊着村

来村往的趣事。“这条游步道长7公里，

是滨湖六村建设的节点性项目。”蒋鸣告

诉记者。

滨湖六村原先只有村道联系相邻两

村，但始终没有一条道路贯穿。2020

年，游步道开始建设，除了便于村民散

步，也为接下来的“六村大景区”打

下基础。

负责六村组团项目建设的华

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吴

伟锋介绍，新建观光道与原有乡村道路

形成三个景观环线，分别与滨湖大道形

成围绕滨湖风情带的第一环线，与湖薛

线形成围绕万亩蔬菜园的第二环线，与

水产路形成围绕水产区的第三环线。

村庄联建，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是一

个新课题，滨湖六村的探索路径是

“先联通，再差异化发展，构建一个大

景区”。

既要“六村通”，也要“村村通”。

湖薛公路景观提升工程覆盖杨溇村、幻

溇村、伍浦村，合计4.5公里，包括立面

改造、线路整理、绿化亮化、小品节点

等。水产路改造提升工程覆盖幻溇至伍

浦村，全程7.5公里，主要包括路面提

升、两侧绿化亮化、两侧园区道路提升

等。

除了打通陆路，六村联建还打通了

水路，建立便捷快速的旅游线路。

“经过我们前期调研，幻溇、许溇、

杨溇三村部分河道存在淤泥严重、河道

萎缩、连接不畅、水体污染等问题，不

利于景区的打造。”吴伟锋介绍，清除淤

泥，清理水系周边的垃圾，一条条溇港

快速流动了起来。

从义皋村出发，水上游线全长约2.6

公里，沿途可见古桥沧桑、民居林立，

初夏的微风吹拂着溇港，让每一个游客

心旷神怡。

溇港渐渐苏醒了。以杨溇村为例，

经过六村项目的升级改造，村内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配套不断完善。村里以水为

带，引进火车皮餐厅、天幕咖啡、露天

垂钓等业态，还打造70余间民宿客房，

呈现出白墙黛瓦、绿树成荫、溇港密

布、古桥纵横的生态人文画卷。

今年3月，太湖溇港遗产文化提升工

程入选全省第二批水工程与文化有机融

合典型案例。项目以将滨湖六村打造为

全省示范、全国领先的平原水乡美丽乡村

精品样板为目标，探索一条集成打造、产

业联动、资源互补的组团发展的道路。

一文一旅古卷新
陆路与水路畅通了六村的毛细血

管，以此为基础，六村差异化发展乡村

旅游，形成六村大景区的合力。

溇港文化保护专班成员童宏伟告诉

记者，前几年，游客来义皋旅游后，因

为缺少民宿居住，往往就直接回去了。

但现在，六个村形成了差异化的旅游业

态，实现了“游—吃—住”一体，构建

了一条互补的溇港文化旅游带。

“一边是风光秀丽的太湖，另一边是

美丽古朴的乡村，给人感觉很舒服，特

别是这里的村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

日前，来自上海的游客王琳趁着空闲带

家人来滨湖六村观光旅游，不禁为这里

的风景点赞。

义皋村是溇港文化极具典型的古村

落，沿着小桥流水缓缓步行，溇港文化

展示馆、崇义馆、湖镜博物馆、报业

馆、义皋嬉园等进入视野，每个景点都

值得一逛。

那天下午，王琳来到了与义皋一路

之隔的伍浦村，这里近年来重点打造了

塘湾里景区，里面涵盖了咖啡、民宿、

老街、石头雕刻等多种业态，成为不少

人前来打卡的“小桃源”。

景区里的DONTCAMPING 咖啡店

成为不少游客的“网红打卡点”，店主闵

艺萍忙得不可开交。去年，伍浦村党支

部书记卢云旗三次邀请她来村里发展，

最终打动了她。“没想到太湖边还有这么

个世外桃源，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闵

艺萍说。

在杨溇村，以南瓜造型为主题打造

的露营基地，每到周末都会“一帐难

求”。杨楼村在1994年办了全市首个蔬

菜种植基地，如今农户中的西瓜、台湾

甜瓜、太湖百合等基地，向采摘观光农

业转型，今年五一假期为村民创收 40

多万元。

位于庙兜村洋湾里自然村西南侧的

BIG BASS路亚基地，每天都会有很多游

客前来垂钓。“在这种田园的风光里，吹

着凉风，很舒服。”难得的假期里，喜欢

钓鱼的织里童装业主黄杰日日光顾基

地，“感觉这里跟一般的农村不太一样，

又精致又前卫。”

漫步至许溇枇杷公园，2008 年开

始，许溇村党支部书记姚赛引进优质东

山枇杷树，带动周边农户加入，如今400

多亩的枇杷种植园，成为周边城市游客

的采摘游胜地。

“杨桂珍基地要招人了。”每到秋季

螃蟹上市时，杨溇村的杨桂珍大闸蟹养

殖基地内，来自滨湖六村的村民在这里

绑蟹，每天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除了

带动就业，今年杨桂珍蟹府将投用，为

滨湖六村大景区增加酒店设施，让游客

能留得下来。

数据显示，2022年，六村集体经济

收入合计 934 万元，每个村都突破了

100万元，相比2020年村与村的差距明

显缩小。

“目前正建设六村组团三期项目，为

每个村嵌入数字化治理大脑，实现六村的

数字化集成与共享，让六村村民一键可

行，游客一屏可游。”蒋鸣说。组团式未来

乡村，展现的正是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湖州现代化乡村画卷。

■截至目前，启动的40个组

团式未来乡村共招引产业化项目

110个、总投资61.5万元，吸引

创客团队42个。前两批通过验收

的21个片区共完成投资68亿元

■根据计划，到2025年，湖州

将推进60个以“组团式未来乡村”

为抓手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片区

建设，届时可覆盖约300个行政村，

到2035年实现宜建村的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