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陈村

追舜耕历山文化之根，学大舜美好品德，体验山水田园之

闲，隐山林之间，逐理想生活。去年12月，前仓镇将创建省级

旅游风情小镇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今年1月成立领

导小组，2月制定《舜耕小镇旅游风情规划2017—2032》，高

效推进舜耕小镇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创建。

根据规划，舜耕小镇将形成“以历山为核心，一村一品，众

星拱月”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虎踞峡规划以舜文化为主题，

以古趣为核心，开发各类水上游乐、户外天地、极限探索等项

目产品，形成集休闲娱乐、水上运动、文化体验于一体的运动

大本营；历山规划利用项目地处高山之巅的优势，开发“品高

山茶、食高山菜、赏高山月、练高山拳”等产品项目，形成集餐

饮、住宿、养生于一体的场所；杨横坑村规划建设一条以茶叶

种植—茶叶采摘—茶叶反哺旅游的产业链条，通过亲子采茶

并完成“制、泡、饮、品”等过程，体验回归自然，感受舜茶的清

寂之美。同时，打造一条大舜文化与历山山水环境巧妙结合，

集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活态展示、文化运动等于一体的综合体

验专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的舜耕小镇还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将进一步突出优势，深挖‘舜耕文

化’，统筹完善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前仓

镇镇长朱正伟说，前仓镇将启动通景大道建设，借力省级森林

运动线创建，完成舜耕小镇沿线外立面统一改造、驿站建设

等。

大陈：寻回失落的慢生活
从前的时光很慢，有点闲、有点懒。随着城市几乎被钢筋

和混凝土包围，慢生活渐渐成为了遥远的童话。历山脚下的

大陈村，打造慢生活主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寻找失落回忆的

最佳选择。

风车、茅草屋、青砖篱笆，一张张由石磨搭起的桌子和由

竹藤编织的小板凳，古朴自然。沿着石子、青砖铺设的小路，

从村口有400多年历史的古祠和古桥、600多年的古樟，到村

里各式各样的古老村庄布置，再到村口的荷花湿地、荷兰风

车，大陈村处处充满了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

在自然风光与文化底蕴中，大陈民宿又多了几分不失小

资情调的古朴，风格独特的民宿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在

发展美丽经济的过程中，大陈村尝试融入创意生活的元素，寻

找契合点和落脚点，与商家共筑美丽生态经济圈，让美丽乡村

进一步向美丽经济延伸。

今年，大陈村建成的旅游公厕“第5空间”成为网红，并对

临水街进行改造升级，腾出了近50间沿街店铺供商家进驻。

临水街长200多米，沿街都有可供游客休息的长椅，还安放了

数百盏灯笼。以贯穿大陈村的溪流为分界线，左边的老街区

负责“吃住游”，右边新改造的临水街负责“购物游”，乡村旅游

业态得到了极大丰富。

下一步，大陈村将致力打造旅居文化空间，全面整合大陈

葡萄、杨梅等农业资源，开发农业生态观光、主题蔬果采摘、农

业科普体验等项目产品。

历山：半年时间创下精品村
历山，相传为虞舜躬耕之地，舜在此教墙、造耒、制釜，山

上至今还保留舜田、舜井、舜潭、马蹄印、石棋砰和舜帝庙等遗

迹。历山属栖霞岭山系余脉，主峰高854.8米，为省级森林公

园；地域广阔，山体形美，三峰捅云，峡谷纵横，气象万千；土质

肥沃，林木茂盛，雨量充沛，瀑布飞泉，环境优美。

历山村以山为名，村民居住分散，共有19个自然村，其中

福建寮是最大的自然村。如今的福建寮，每天都热闹非凡，一

批批游客纷至沓来。村口堆砌的石堆充满浓浓的古韵，穿过

村子的溪水叮咚流淌，溪流边上建起了一个个景观台，品上一

杯清茶，聆听着水声，看着天空中飘过的朵朵白云，悠闲惬

意。沿着溪流往下，福建寮的乱石阵就映入眼帘。新建的卫

生间由原始的石头屋改建而成，公共区域还安放了古式桌椅，

屋前池水花开，宛入画境。

从曾经的“脏乱差”无人问津，到如今的“净齐优”门庭若

市，福建寮的美丽蜕变只用了短短26天。换届后，村里成立

了由12名党员、村干部、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美丽乡村建设小

组。这12名骨干成员，按照党员干部联系户制度分别联系

38户村民，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开始，带头清障、拆违、护水、

挖塘、粉刷外墙，大家早出晚归，一心扑在村里。

在村庄建设规划上，福建寮还特地请来了“治村导师”孙

朝厅，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按照老房子的现有格局，结合

农耕文化，保留山村风貌，对每幢老房子进行加固修缮，以石

头文化打造原汁原味的福建寮。下一步，福建寮还将建设农

耕文化博物馆、玻璃栈道等设施，引进投资商打造精品高端民

宿，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福建寮的美丽变迁，是历山村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

影。今年换届以来，该村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功创建美

丽乡村精品村，创下了令人惊叹的美丽乡村建设“历山速度”。

荆州：打造舜耕小镇会客厅
荆州村内，一条宽50厘米的阳沟绕着逾300年历史的

“十八间”老明堂，沟里水质清澈见底，五彩斑斓的锦鲤欢快地

畅游嬉戏。该村地表水、地下水丰富，素有“出水莲花”的美

称，村里各地往下打井都很容易出水。阳沟里的水是地下水

渗透上来的，水质优良，冬暖夏凉。

此前的荆州村整体形象欠佳，村庄建设迟缓。新一届村

两委班子上任后，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行动，预示着该村也将

走上美丽乡村的康庄大道。今年，荆州村发动党员干部对村

内的池塘、沟渠进行清淤清洗。全村51名党员、42名村民代

表全部参加，几天时间就完成了清淤清洗工作。今后，荆州村

还将围绕丰富的水资源和纵横串联全村的明沟暗渠，做足水

的文章，继续清理并拓宽沟渠，从荆塘溪引入活水，让村民蹲

下身就能用上澄澈的水。

作为舜耕小镇的重要板块，荆州村环村路改造、马路市场

整治、整村立面改造等一系列提升村整体形象的工作，已经上

马动工。目前，村里的污水管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针对自来

水管道老旧渗漏的情况，村里还将结合污水管网建设进行统

一改造。

下一步如何发展，荆州村已经有了详细的谋划，那就是围

绕水系发达和石头屋众多的特色，利用地形和水流的优势，发

展乡村旅游业，把荆州打造成慢生活景点，成为舜耕小镇的会

客厅。石子路、石头屋、流水、民宿、农家乐、休闲景点，荆州村

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已经绘就。

前仓特产：舜城糯芋荣登“国字号”
继今年7月登上“雪龙号”科考船后，近日，“舜城糯芋”顺

利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安全质量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将成为

我市第三个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舜城糯芋”产于历山脚下，个大、皮薄、芽浅红色、肉白、

肉质粉糯，蒸煮之后口感细软、黏嫩爽口、回味香甜。今年，前

仓镇“舜城糯芋”种植面积达1500亩，并专门成立了舜芋技术

协会，整合技术培训和推广、统防统治、农资供销、品牌营销、

资金互助、保险互助和融资担保等资源，引导500多户种植户

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服务、统一营销品牌、

统一金融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单位产出，促进农民增

收。

作为前仓第二大农副产品，舜提的种植面积达5000亩。

其中，“京玉”“红地球”“美人指”等多个提子品种，由麻塘村水

果专业合作社种植，有“绿顺”提子著名商标。每到采摘季节，

大量游客前来体验采摘游，是前仓“舜耕小镇”的重要补充。

除了舜芋、舜提，前仓镇还拥有100亩铁皮石斛生产基

地，以及著名品牌“菇尔康”食用菌，可为游客提供便利而丰富

的旅游购物体验。

□记者 张赤奎 徐灿灿 林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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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舜耕文化、漫步森林氧吧、邂逅古祠

小镇、淘宝文教前仓”，简单的24个字，道出了

前仓舜耕小镇的发展定位。在今年省旅游局公

示的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培育名单中，舜耕小

镇以考核评分第一入选。

何谓旅游风情小镇？根据《浙江省旅游风

情小镇认定办法》，旅游风情小镇是指在行政建

制镇（乡、街道）范围内，拥有独特的自然风景、

建筑风貌、节会风俗、特产风物、餐饮风味和人

物风采，以旅游休闲为主导功能，以规划保护为

前提，人居环境优美和谐、地域风情丰富多彩、

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综合管理保障有力的特定

区块。

舜耕小镇承历山山脉而建，因《辞海》中“舜

耕历山”的历史文化遗址而闻名，面积约20平方

公里，辖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后吴）、1个浙江

省中药养生基地（菇尔康精品园）、4个景区（历

山、大陈、盘龙谷、虎踞峡）、5个大美乡村（塘头、

光瑶、石雅、杨横坑、荆州），无论是上古时代的虞

舜躬耕之地，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他们都沿

着历山山脉的纹理，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或接轨着未来、或孕育着新经济，现已初步呈现

出“一山一峡一谷一村一宿”（历山、虎踞峡、盘龙

谷、后吴村、大陈民宿）的舜耕小镇雏形。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关键是要

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实现全民参与。”前仓镇

党委书记黄立华说，今年以来，前仓镇以村级组

织换届为契机，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发挥各村党

员干部、村民代表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员联户包干、

“一村一项目”等载体，结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剿灭劣Ⅴ类水、垃圾分类、街角小品打造等

工作，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致力美丽经济发

展，全力打造独具风情的舜耕小镇，探索走出了

一条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的特色之路。

农旅融合，民宿带来全新旅游业态。大陈

村依托盘龙谷、虎踞峡风景区，充分发挥旅游业

的带动作用，找准定位，围绕旅游增价值、围绕

旅游出产品、围绕旅游成规模，建设了菇尔康精

品灵芝园、吉莲多肉园、葡萄采摘园、桃子采摘

园、舜芋采挖园、莲子采摘园，打造出了“永康第

一民宿村”。同时，引入创匠工坊、酒吧、书吧、

咖啡馆、西餐厅等旅游业态，今年旅游收入有望

突破2500万元，提子、毛芋、大米等农副产品受

到来自上海、台州、苏州等地游客的青睐，仅农

业纯收入就超过1000万元。

转型升级，众筹打造现代农业观光园。光

瑶村用做工业的理念做农业，用办企业的方法

发展农业。今年，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或者

资金入股，众筹2000万元建设千米生态长廊，

实现南溪沿线景观美化，打造500亩花海。今

年5月，光瑶现代农业观光园正式亮相，吸引了

市内外众多游客来此观光游玩。

招商引资，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破解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了自助，还得招商引

资，开发项目，发展物业，出租资源，实现村民致

富、村集体增收。枫林村通过招商引资，拟打造

水上影视拍摄基地。该项目以莲塘水库为核

心，串联麻车店、璋川、枫林、善塘等村，建成集

水上影视旅游、休闲度假村、峡谷大漂流、农场

（果蔬采摘）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区。

整治提升，疏通集镇发展空间。对集镇范

围的前仓、馆头、溪坦、宅树下、后吴等村进行小

集镇环境综合整治，除了完成集镇整体规划编

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卫生保洁力度之

外，还将启动花园路、金鸡路、330国道白改黑、

立面、绿化升级改造，新建文教总部中心、文教

用品市场，改造后吴村锦溪路区块，改善集镇面

貌，突出文教特色，打造文教产业商贸新高地。

黄立华介绍，下一步，前仓镇将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开启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新征程。具体而言做到“四个突

出”：突出“合力共建”，加强引导，激发村民参与

热情，让村民看得到风景，感受得到利益，逐步

实现“环境美”向“发展美”升级；突出“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以美丽乡村示范镇创建为载

体，以金华市美丽乡村和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

为抓手，加速推进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

突出“多元投入”，引导和支持开发休闲旅游项

目，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联办乡村旅游企业，

不断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益，推动美丽经济提

档升级；突出“深化改革”，创新农村公共服务

运行维护机制、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农村产权交

易流转机制、危旧房改造机制等，释放农村发展

活力与潜力。

舜耕小镇定妆展颜 大美乡村徐徐入画
前仓镇走出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特色之路

福建寮福建寮

后吴村

虎踞峡

“这里出门，是滚滚红尘；这
里入门，是静心桃园。山水，是
上天赐予的礼物；人文，是热土
滋养的回馈。一山葱郁，感德溯

源舜耕；一峡虎踞，雄奇千回百转；一谷盘龙，
阅尽人间诗画；一方青砖，塑就吴氏三相；一
扇花窗，框起悠游心事。”一首不具名的小诗，
道不尽的舜耕风情，说不完的诗画前仓。

今年以来，前仓镇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围绕创建美丽乡
村示范镇目标，以“旅游经济共同体”为载
体，充分挖掘和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
区域优势，努力构建“一山一峡一谷一村一
区一园”（历山、虎踞峡、盘龙谷、后吴村、大
陈景区、光瑶观光园）的全域化旅游格局，致
力于把美丽盆景变成美丽生态廊道，把美丽
乡村资源转化为美丽乡村产业，走出了一条
发展美丽经济的特色之路。

放眼前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建设布局基本呈现，舜
耕小镇已定妆展颜，大美乡村正徐徐入画。

““

大美乡村：全域景区风情万种 舜耕小镇：一村一品众星拱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