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运动会欢乐多

德清县钟管镇曲溪村近日举行农民体育运动会。村民参加划菱
桶、滚蚕匾、走蚕凳等水乡特色比赛，赛出乡村振兴的幸福生活。

记者 王树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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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蜿蜒的柏油路如丝带般延
伸，将远方的来客引入德清县舞阳
街道山民村的诗意画卷中。清澈的
湘溪港上游从淡坞山潺潺而下，贯
穿整个村落，带来源源不竭的生机；
沿溪而建的游步道上，村民们闲适地
漫步聊天，尽显乡邻温情；不远处的
亲子乐园里，孩子们的欢笑声与鸟鸣
声交织，播撒着纯真的快乐。

曾因交通闭塞而发展滞后的山
民村，凭借“千万工程”的东风，以生
态修复为基底、农文旅融合为引擎，
如今已蜕变为省级和美乡村特色精
品村。随着象月湖国际休闲度假谷、
布布熊生态农场、树心农创园、梧桐
树下营地等一批项目的落地，山民村
探索出一条“环境增值—产业造血—
村民共富”的振兴新路，变身兼具诗
意栖居与产业活力的“大花园”。

综合整治：
重塑乡土肌理的诗意栖居

山民村是个藏在山坳坳里的村
庄，处处好山好水好空气。

驱车驶离104国道的喧嚣，在
西场路口拐进山民村的瞬间，7米宽
的柏油路让人眼前一亮。驱车其
上，只见美丽的绿化带整齐排列，
路边一侧的溪流水面波光粼粼，两
边平整的农田向远处绵延，白墙黛
瓦的农舍星星点点掩藏在一片绿色
的海洋中……这处深藏山坳的村
落，正以《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本
惊艳着每位访客。

眼前风景怡人的山民村，是
2014年开展“和美家园”建设以后，一
步步蜕变而来的。作为土生土长的
山民人，山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副

主任张小平对村里的变化如数家珍：
进村大道从5米拓宽至7米，湘溪港
上游支流疏通后砌石筑岸，“老破小”
的农房变成了洋气的大别墅，养猪
场、养鸭场关停办起了农创园……

“一句话概括，就是人居环境大
幅度提升。”张小平坦言，村庄焕然一
新背后，是一场重塑乡土肌理的变
革。自“和美家园”建设以来，山民村
紧抓美丽乡村、“一镇两村”建设等契
机，修桥、治河、添绿化、建公园，通过
路灯亮化、生活污水治理、工业园
区整治提升等措施，持续提升片区
环境。如今，已获得省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省3A级景区村庄、省善治
示范村、省级森林人家等荣誉。

下大力气的整治，让山民村焕
发新活力。家住湘溪港上游支流附
近的陈庆方家因工程需要，早几年
从村庄另一头搬到了这里，一家6口
人对如今的生活很满意。“周边环境
很好，家边上就能散步，晚饭后我
们都喜欢出来走走。”73岁的陈庆方
带着孙子正沿着游步道漫步，看着
打打闹闹的孩子笑着说。

农文旅融合：
“村企合作”的产业升级之路

“村庄美了，人气来了！”张小平的
这句话，道出了山民村发展的底色。

经过一次次综合整治，山民村
俨然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大花园：
村域面积 23.7 平方公里，水田有
4225亩，山林地2.76万亩，绿化覆
盖率达87%。这是山民村发展最好
的资源禀赋。

“彼时，‘千万工程’在浙江大
地实施得如火如荼，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我们定
下的发展调子就是将‘美丽资源’

转化为‘美丽经济’。”张小平说。
开门见山、推窗即景的美丽村

庄，成为城里人度假的心向往之。
依托土地流转，一个个农文旅项目陆
续“相中”山民村。随着布布熊生态
农场、树心农创园、象月湖国际休闲
度假谷等项目的落地运营，一条独具
魅力的乡村旅游路线日渐完善。

节假日里的山民村，常常是一
片热闹的红火景象。布布熊生态农
场以亲子互动和自然教育为核心，
吸引众多家庭游客；树心农创园融
合农业体验与文创产业，让游客在
田园风光中感受艺术与农耕的完美
结合；象月湖国际休闲度假谷则以
高端休闲度假为特色，提供高品质
的住宿与户外活动体验……越来越
多的游客前来山民村探索、体验不
一样的乡村风光。

项目来了，村子活了。山民村
在全省率先探索“村企合作”，将美
丽乡村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自
然资源转化为“美丽股本”，通过作
价入股旅游项目，让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享受企业分红。“仅‘村企合作’，
村集体每年可分红60万元；加上通
过土地发包、房屋出租等收益，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77万元，较
2014年翻了一番。”张小平介绍。

如今的山民村，研学、高端户
外、农事体验、宠物赛事等业态错
位互补，已成为集生态、文化、休
闲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强村富民：
共生共赢的多元化新生态

6月14日，雨过天晴的周六上
午，布布熊生态农场的草坪上跳跃
着孩子们的笑声。70岁的盛庚生手
持荧光指挥棒，正娴熟地引导车辆有

序停放。“土地流转金+工资收入，一
年能挣4万多元。”老人擦拭着汗珠，
身后是停得满满当当的停车场。这
个曾经寂寥的山村，如今每逢周末
都要接待几百辆自驾游车辆。

通过“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
东”的改革，村里将闲置农房、山
林等集体资源打包入股旅游项目，
形成“租金+薪金+股金”的三重收
益模式。数据显示：全村近500户
村民获得稳定租金收入，50余位中老
年人在景区实现“家门口就业”，去年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9万元。

58岁的周月明是转型浪潮中的
弄潮儿。他的土特产家庭作坊不仅
线下销售火爆，网上销售如今也打
开了局面：“一开始是小打小闹，把
自家的农产品卖给游客。后来一看
这个生意能做，我就开了个作坊，
收点笋干、土鸡等土特产，通过线
下+线上模式，一年卖出去几千斤，
一家人忙得充实而快乐。”这样的微
型创业体，山民村还有不少。

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保障。山
民在“村企合作”中争取了红利——
预留部分岗位给本地村民，同时在
村庄建设过程中优先为弱势群体解
决难题。残障人士胡大姐开着电动
保洁车穿梭在村道上。“每月2500
元，工作轻松。”胡大姐对村里为自
己提供保洁员岗位非常感激。

走出去的青年也回到了村里。
大学生杨钦从中国美院毕业后选择
回到山民，在绿水青山间办起了托
管班，为农村孩子提供优质专业的
美育素养培养；年轻的沈抱萍在这
里开办了摄影工作室，去年过年还
免费为村里80岁以上的老年夫妻拍
了合影。这些美好的画面，正是山
民村“共生共赢”的最佳注脚。

舞阳街道山民村以生态为基底，探索“村企合作”，让诗意栖居与产业活力齐绽放——

山坳坳变身大花园

记者 陆志松

双手能推动的龙骨小水车、装
有万向节的手摇丝车……走进德清
县新市镇谷门村村民姚云泉的家，
仿佛走进了农耕文化博物馆。

今年68岁的姚云泉，在谷门村
有3幢砖瓦房，房前有几方小水田，
周边还有一圈茂密的林子。“以前这
里有3户人家，现在他们都搬出去
了，空房子给我放这些老物件。”姚
云泉指着面前的树林说，里面还有
1000多口各式缸与甏。

姚云泉祖上是修补缸甏的。20

多岁时，他随父亲去周边乡村做生
意，经常能看到老乡家里一些废弃
不用的农具和生活用品。姚云泉就
想将这些老物件收藏起来，留给下
一代，让他们知道先辈是如何从事
农业生产的。

自此，姚云泉走遍德清、桐
乡、南浔等地，用40年时间收藏了
3000多件濒临消失的农耕老物件。
这些物品中，有数十种形态各异的扁
担、箩筐，有规格不同的水车、风车，
也有田里劳作用的钉耙、板耙，还有
缫丝织布用的丝车、纺车等。这些被
乡亲们调侃为“破烂”的藏品，在老姚

眼里却是“活着的历史”：“守着它
们，就是守着咱农民的根。”

近几年，随着姚云泉收藏的老
物件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响，
许多同道中人前来求购。面对这样
的情况，他总是婉言相拒。以前姚
云泉不会做木工活，但收藏的老物
件大多是木器，他主动学习了一些
木工活。“这些老物件很多是残缺不
全的，我就去寻找收购相同的物件，
模仿着制作，慢慢就摸着门道了。”姚
云泉说。为了让这些老物件发挥价
值，姚云泉特地在家门口搭建了古时
农村的生产场景，摆上水车、风车等，

让大家参观。有时他还拉上这些老
物件，去附近的学校为师生们演示。

姚云泉40年坚守农耕记忆的痴
心，逐渐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村
里90多岁的老党员王阿毛捐了自家
的老石臼；邻居朱水荣无偿提供3间
空房让他放置收藏品；德清第三中
学将这里设为校外劳动基地。

如今，3000多件藏品挤满了老
姚家的屋里屋外，他用初心守护着
这份农耕记忆。“时代在变，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在变，但土地不变，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永远不变。”姚云
泉说。

姚云泉：40年守护农耕记忆

记者 姚思思 通讯员 姚丽洁

本报讯 记者近日走进德清县某啤酒厂，只见污
水处理设施焕然一新。得益于啤酒废水资源化利用
项目的启动，该厂生产废水已实现规范纳管，统一
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废水变资源后，每年
可节省污水处理费50余万元。”该企业介绍，这个
由《检察建议书》催生的技改项目，让企业治污成
本降低了七成。

这一变化源于一起环境违法案件。去年6月，
生态环境部门智慧监管平台报警，显示该厂排污口
监控摄像头异常转动，且自动监控系统显示氨氮等
关键指标短期内出现异常波动，这立即触发德清县
行刑衔接预警机制。

“我们联合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组成专班，在
排污口下游布设移动监测车。”承办检察官回忆道，
经过连续2周的蹲守，执法组在去年7月突袭检
查，当场查获该公司人为干扰在线监测设施、违规
向京杭大运河排放污染物的确凿证据。

去年8月，德清县公安局依法对该案件立案侦
查，县检察院随即依法提前介入。检警双方就该案
办理中的证据规范固定、科学采信及专业鉴定意见
审查等深入研讨并达成共识，有效统一了办案标
准。今年3月，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多
次前往涉案企业实地调查；上月，县检察院依法对
章某等7人提起公诉。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承办检察官在回访中发
现，该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存在排污管理不规
范、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不到位等管理漏洞，对区域
水质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制发《检察建议书》，
推动企业投资建成啤酒废水资源化项目。这样既可
降低企业治污成本，更有效实现源头截污减排，取
得了企业降本增效与生态环境减负的效果。

以此次案件为契机，县检察院定期召开涉环境
资源犯罪案件专题研讨会，分析新问题新特点，持
续深化在证据规则、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协作，有效
整合司法资源。在此机制的有力支撑下，县检察院
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集中高效办理了一批案件。今年以来，
已累计办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类案件11件。

德清县检察院表示，将持续深化检察建议跟踪落实，督促涉案
企业落实合规整改，推广成功治污经验。同时，完善与公安、生态
环境等部门的联动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为守
护绿水青山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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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莹 通讯员 姚萍

本报讯 “现在环境整洁多
了，报修响应也快。”德清县钟
管镇南湖社区居民范先生近日
为物业加装充电桩服务点赞。

今年，南湖社区在征求居
民意见的基础上，以居民自
治为核心，通过“三小区捆绑
招标”方式引进专业物业服务
公司，构建起“社区党组织+物
业公司+红色业委会+党员楼道
长”的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社
区治理专业化水平。

自5月1日物业公司进驻以

来，南湖社区停车秩序、环境
卫生等问题显著改善。通过

“南湖议事会”协商平台，收集
并解决加装电动车充电桩、绿
化维护、快递投放规范化等民
生诉求10多件，实现“小事不
出社区”。

同时，社区以“南湖邻聚
力”党建品牌为引擎，凝聚党
员、志愿者、网格员等力量组
建“帮帮团”，聚焦需求推出

“暖心托管”服务，惠及新居民
家庭。另外，同步开展“幸福
来敲门”行动，为独居老人、
残疾老人等人群开展上门服务。

协同体系优化社区治理

记者 陆志松 通讯员 秦许

本报讯 老人褚大伯的亲属
近日来到德清县社会福利院，
将写有“关怀胜亲 照护如家”
的锦旗送给工作人员，感谢他
们对褚大伯的照护与关怀。

褚大伯今年68岁，因自身
特殊情况居住于德清县社会福
利院。其亲属介绍，老人患有
多种疾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
能力，自集中供养入住福利院
后，老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
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每次来看

望，都能看到他笑容满面。工
作人员不仅帮他打理生活琐
事，还经常陪他聊天。有天凌
晨老人身体不适，福利院值班
人员第一时间紧急送医，并全
程陪同照料。”褚大伯亲属说。

据了解，德清县社会福利
院一直以来秉持“尊老、爱
老、助老”的服务理念，建立
个性化护理方案、组织文娱活
动、联合社区志愿者与医疗机
构等资源，通过多维度服务形
成多元协同的照护体系，全力
保障老人身心健康。

悉心照护保障老人健康

记者 姚思思 通讯员 陆楚琪

本报讯 进入6月，一场关于生
活之美的非遗盛宴在德清大地拉开
帷幕。该县精心策划“德清文化进
万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月”系
列活动，将非遗魅力融入市集喧闹
与研学静谧之中，为市民与游客编
织一幅传统融入日常的动人画卷。

二都小镇的市集是传统技艺的
生动舞台，10余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在此汇聚：三合烘豆茶的袅袅茶香
牵引着嗅觉，东沈竹编艺人巧手翻

飞间化出生活器物的灵巧轮廓……
摊主们热情讲述着古老技艺的前世
今生，让精美的非遗作品化作可
听、可触、可品的鲜活存在。

遍布全县的文化驿站与旅游驿
站，则变身非遗技艺的传习课堂。
防风香的幽香在指尖弥漫，蚕花剪
纸的图样在纸上渐次绽放……6月以
来，20余场非遗体验活动吸引1200
余人次参与其中。

手机镜头前，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手持烘豆茶具侃侃而谈。当青瓷
茶盏轻转，弹幕瞬间刷屏：“求链

接！”推广月期间，德清创新“非
遗+直播”模式，让非遗技艺的展演
与销售跨越地域限制。忠一味茶
点、浙一家风味、德御斋美食等承
载德清风味的非遗特色品牌产品，
在云端赢得如潮好评。

“我们计划将非遗深度融入文旅
活动版图，持续推出市集、手作体
验等项目。”德清县介绍，积极探索
非遗品牌联名、非遗工坊培育等创
新路径，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全省“非遗助力共同富

裕”试点县及浙江省蚕桑丝织文化
传承生态保护基地，德清拥有丰厚
的非遗家底：涵盖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遗子项目1项、国家级项目
2项、省级项目9项等各级非遗宝
藏，更培育了众多省级非遗主题景
区、文化村及特色民宿。

据介绍，以推广月为新起点，
德清已新增3条特色非遗旅游线路：

“蚕桑丝路”“游子问茶”“防风探
古”。这些精心打造的线路，正成为
德清非遗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金色
桥梁。

上“菜”，文化盛宴！
德清非遗推广月已举办体验活动20余场

66月月1616日日，，德清县莫干山镇庙前村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德清县莫干山镇庙前村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山峦间云海涌动山峦间云海涌动，，场面波场面波
澜壮阔澜壮阔，，宛若仙境宛若仙境。。 记者记者 谢尚国谢尚国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