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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由于“千万工程”
的推进，农村的婚育观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2022 年 11 月 30 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在小南
海镇团石村的龙游湖水上运动中
心举行，6对新人身着华服，在
众人的见证下举行了一场充满仪
式感的集体婚礼，简单而隆重，
喜庆而温馨。

就在今年3月份，县妇联联
合县委宣传部、卫健局、计生协
共同举办了“共富共美·龙有善
育”新型婚育文化 8090 理论宣
讲大赛。还没过完对集体婚礼羡
慕的劲儿，我就作为一名宣讲
员，走上台前，跟大家讲我和我
老公的幸福秘籍。

今年是我和丈夫结婚十周
年，在大家的眼中，我们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总有人问
我：家庭幸福的秘诀是什么？我
想说，秘籍就是八个字：“相互
扶持，共同成长”。

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们更感

受到了互相扶持带来的好家风，
好影响。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夫
妻俩达成共识，通过良好的家风
影响孩子——爸爸每天陪着儿子
跑3公里，风雨无阻；我学会做早
饭、做家务，将家人的生活起居照
顾好。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也树
立起了良好的价值观。

好的家风环境，给我们带来
了更加向上向善的氛围，这几年，
龙游也在不断推进移风易俗改
革，让好家风从一户户小家吹起，
滋润到千家万户。只有家风好了，
生活也才会更加美满幸福。

本报记者 窦 皓采访整理

2015 年，我在浙江省德清
县莫干山镇仙潭村开了家高端民
宿，取名“莫梵”，意为没有烦
恼的清净之地。

我是土生土长的仙潭村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被视作

“天下第一苦”，公路不通、垃圾遍
地，不少村民只能靠毛笋粗加工、
畜牧养殖为生，收入微薄。那时，
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离开村子
外出打工，仙潭成了“空心村”。

做民宿之前，我在县城开过
理发店，也经营过小餐馆。2013
年，很多人打电话问我，山里的老
宅租不租，甚至有人出了高价：70
万元租 20 年，钱一次性付清。这
个价格挺诱人，但我没有急着做
决定，而是回村实地考察。回村才
发现，由于“千万工程”的实施，村
子里环境变美了，一到周末，大家
都跑来农家乐、吃农家饭，村子里
人气旺了不少。

于是我转换思路：回到家
乡，转行开民宿。耗时 9 个月，

“莫梵”开业，在业内开了两个
先例：配备游泳池，用的是山泉
水；打造星空房，在屋里便能细
数满天繁星。事实证明，我的路
子选对了。环境越好，越吸引人
入住，民宿一房难求。

村里消息灵通，不少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过来向我取经，我办
民宿的成功经验带起了一波返乡
创业潮。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我把相关注意事项、民宿设计理
念毫无保留分享给同乡，帮助回
乡青年实现抱团发展。

大家信得过我，2020 年，我
高票当选仙潭村村支书。这些年，
村里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
来，仔细数数，竟有166家。人才、
资金纷纷流回曾经的“空心村”，
家乡变成了“富裕村”。

现在，仙潭村 50 岁到 70 岁
的妇女都在民宿上班，平均年薪
5万多元。民宿管家也成了新职
业。绿水青山真成了金山银山！

走在村里，听着虫鸣鸟叫，
望着翠竹青青，路过一幢幢特色
小楼，看着乡亲们绽放的笑颜，
我有信心，一定能让咱村老百姓
的生活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龚文静采访整理

我是一名来自浙江绍兴上虞
区丁宅乡的农创客，我回乡创业
的经历，还要从2019年说起。

大学毕业之初，我选择留在
杭州发展，经过几年打拼，带起
一个团队，主营生鲜批发配送，
做得有声有色。

2019 年 7 月，村里老乡因农
产品滞销找到我帮忙，还特意带
来家乡的特产溪沟鱼表达感谢。
这顿许久未吃到的美味，却让我
吃得百感交集。乡亲告诉我，村里
的农产品打不开销路，要么贱卖，
要么烂在地里……听说村民们的
遭遇，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那时
起，便萌生了回村发展的念头。

得益于“千万工程”的持续
推进，再次回到家乡，环境大不
同——村口的水泥路变成了宽阔
黝黑的沥青路；漫步村里，村道
干净整洁，搭配院墙外的墙绘，
俨然是一幅美丽乡村的模样。

这么好的条件，为何不做农
旅呢？

从开发村里的自然资源入
手，我开始了试水。村里有 20 多
年的水蜜桃种植历史，每年 6 月
底，一颗颗水蜜桃压弯了枝头，红

彤彤一片。我便以社交网络为媒
介，承接各种团体采摘游，吸引八
方来客。

去年，名为“共富工坊”的
新 鲜 事 物 第 一 次 亮 相 村 庄 ，

“共富工坊”即在同一个工坊
下，大家种同一种农产品，按统
一的价格收购，不愁卖。

去年，由我负责的“挚爱果
业”共富工坊与当地知名生鲜农
产品企业签订战略协议，种植的

“一点红”萝卜帮助35户农户增
收 10 余万元，平均每亩地增收
2600余元。

如今，我也成为“千万工
程”版图中的一块小小拼图，希
望释放自己和更多有志青年的力
量，带领更多村民走上共富道路。

本报记者 窦瀚洋采访整理

2003 年 6 月启动的浙江省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简称“千万工程”），从全省 4
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
政 村 进 行 全 面 整 治 ， 把 其 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
小康示范村。截至 2022 年底，

浙江全省 90％以上村庄达到新
时代美丽乡村标准。如今的浙江
乡村，天更蓝了，水更绿了，村
民的腰包更鼓了，生活更便利
了。我们邀请五位浙江村民代
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浙江乡
村巨变。 ——编者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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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真成了金山银山
■ 沈蒋荣 德清县仙潭村 民宿老板

在 2013 年担任寀卢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之前，我在寀卢
村经营着一家磁钢企业，当年产
值达到1.2亿元，产品销往全球。

因为是本村人，有群众基
础，加上企业效益逐年攀升，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从 2004 年开
始，上级想让我为寀卢村多作贡
献。我对家乡很有感情，愿意为
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就这样，我从企业老总成为
一名村干部，和家乡村民群众一
起再创业、再出发。

因为有磁性材料产业基础，
我们不断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现如今，一个小小的寀卢村已聚
集了近百家企业，其中规上企业
就有 4 家，大大拓宽了本地和周
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渠道。除此
之外，全村现有外来务工人员
2700 多人，除了住在厂里的，其
余人员都租住在村民家中，给村
民带来可观的租金收益。据统计，

每户人家的年均租金收益在3万
元左右，租金最高的一户人家，去
年一年租金超过6万元。

我牵头实施了“旧村改造”工
程，让家家户户住上“小洋房”。此
后，我们又持续开展道路“白改
黑”、雨污分流、自来水改造等工
程，提升村域“颜值”和村民生活
品质。现在，全村道路已全部完成

“白改黑”，雨水、污水、自来水等
管道全部实现“地埋”。

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
寀卢村规划图中，农田占了全村
近一半的面积。自 2019 年起，
我们主动拥抱新兴技术浪潮，探
索搭建了“智慧寀卢云平台”，
将全村 1200 亩农田全部纳入 5G
数字化管理。在 5G 技术加持
下 ， 1200 亩 农 田 从 播 种 、 施
肥、收割到晒干等生产全过程均
实现“机器换人”，农田日常管
理只需一人即可完成。

经过一代代“寀卢人”的不
懈努力，全村从 2003 年 70 余万
元村集体收入、8000 多元人均
年收入，分别增长到 2022 年的
425 万元、8.2 万元。对我而言，
这个成绩不是终点，而是新起
点。我会进一步为寀卢村发展做
贡献，进一步打造村美人和共富
的幸福村庄。

本报记者 刘军国采访整理

打造村美人和共富村
■ 卢阳春 东阳市寀卢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工作
了十年，从事内容营销和品牌设
计相关工作。去年，安吉县余村
推出“全球合伙人”计划。带着
好奇，我回了趟家乡。没想到这一
趟回乡，我成了“余村全球合伙
人”，探索乡村发展新业态。

我在余村创办了一家国漫主
题咖啡厅，取名“美在余村”。
起初选择离开城市回到乡村，是
受乡村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回来
创业后，我们又惊喜地发现，在
乡村打造文创产业有更大的空间
和可能性，文创业态几乎不受场
地限制，有更多呈现空间，产品
灵动性也更强，这也为我们提供
了更多创作灵感。

之所以选择做国漫主题的咖
啡厅，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是
80 后，对孙悟空、葫芦娃、黑
猫 警 长 等 国 产 动 漫 形 象 很 熟
悉。另一方面，乡村和国潮的融
合，能产生新的可能。比如利用国
漫元素对乡村建筑外立面进行创
新改造，能让乡村风貌更美、更具

创造性。而这种富有创造力的乡
村业态，又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来
到乡村“打卡”，或是到乡村创业、
投资，进而为乡村发展再添动力。

当地给了我们这些创业者不
少政策支持，还安排了“服务专
员”，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现在
不少来余村的游客，都会来“美在
余村”“打卡”，我也更加坚定了扎
根家乡的信心。

乡村的自然资源、乡土文化
是城市难以替代的。如今，家乡
环境越来越好，我期待继续用青
年人喜爱的创新业态打造乡村美
景，为乡村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廖睿灵采访整理

有志青年力量大
■ 周赛杰 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 农创客

有志青年力量大
■ 周赛杰 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 农创客

探索乡村发展新业态
■ 陈 喆 安吉县余村 文创项目负责人

好家风滋润千家万户
■ 夏 冰 龙游县 新型婚育文化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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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游客乘船在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的濮院时尚古镇游览。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②：人们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白马湖畔的茶社喝茶。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图③：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伍浦村渔耕文化园的陶湾里乡村咖啡店。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④：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的一处户外营地。 本报记者 龚文静摄
图⑤：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一景。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图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双狮村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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