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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周村：

数字赋能 文旅兴村促发展

近年来，我市通过数字赋能+红色传承+文旅融合等方式，大力推进未来乡村建设。
近日，记者走进江南街道园周村、古山镇前黄村、舟山镇端岩村3个省级未来乡村，实地
感受未来乡村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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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周村是我市有名的美丽乡

村，小桥流水，水清岸绿。走进园周

村康乐中心，里面设有图书角、老年

食堂、运动场、洗浴间等，功能设施

齐全。为了让村民有更好的体验

感，园周村不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

提升民生服务。康乐中心是该村建

设未来乡村的一个缩影。

“康乐中心内设有诊室，配备专

业医生，提供健康咨询和体检服务，

还安装了智能就医系统、体检一体机

和自动取药机，为村民健康保驾护

航。”园周村村委会副主任卢兴赵说，

村里投资3000多万元新建的康乐中

心，建筑面积达4500平方米。

在老年食堂，各种智能设施非

常吸引眼球。这里安装了自动取碗

筷机，还有智能结算系统，碗底设置

了感应芯片，通过 AI 菜品识别和人

脸绑定结算系统，大大提高了食堂

的数据运行能力，减少了老人排队

时间。

村民叶银江说：“有时候来得早

一点，还没有开饭，可以看看电视，

看看书。”

除了数字赋能乡村建设外，园周

村还部署了“文旅兴村”战略，将山水

资源与黄帝文化深度融合。石长城、

滴水岩石窟等景点日均接待游客

2000人次，民宿、农家乐等业态也带

动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村民增收。

卢兴赵说：“我们接下来要争创

5A 级景区，目前先农文化园和黄帝

文化园建设工程已进入图纸会审和

招标阶段，共富项目豆腐工坊的建

设也在落实中。” 康乐中心内的图书角康乐中心内的图书角

前黄村：

红绿交融 革命老区焕新颜

作为我市红色革命老村，前黄

村保存着李立卓、李立倚烈士故居、

革命联络站等遗迹，“前黄双英”的

革命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近年来，前黄村充分发挥红色

文化优势，推进农房改造工程，腾出

土 地 6700 多 平 方 米 ，筹 集 资 金

1600 万元，加快转型发展红色产

业。

据介绍，前黄村红色研学基地

入选了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名单，每年接待学生、党员 6 万多

人次，红色资源正源源不断地转化

为“红色经济”。

前黄村文化礼堂、革命博物馆

管理员吕传印说：“经这几年未来乡

村建设，我们村变化很大，参观的人

也很多。”

此外，前黄村是省特色精品村、

省“一村万树”示范村、省 3A 级景区

村。在未来乡村建设过程中，前黄

村还进行了数字化改造。

前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定是说：“数字化就是要不断地

提升我们对村庄的管理水平。现在

我们村基本上监控全覆盖，出租房

全部安装了烟感器，老年人戴上了

智能手环。”

此外，前黄村还把红色资源与

绿色生态资源结合，明确以“一个主

题、二个结合、四个工程”为目标，推

出“红+绿”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建成千亩美丽田园，种植马家

柚、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前黄村已形

成“春赏油菜、夏观荷花、秋跑稻田”

的生态景观带。

李定是说：“我们以未来乡村打

造为契机，谋划乡村发展，开展红色

研 学 和 生 态 研 学 ，提 升 了 人 居 环

境。下一步，我们将从发展村集体

经济入手，加大农房改造力度，进一

步完善各类基础设施。”

端岩村：

垃圾分类 文旅融合助共富

端岩村是我市美丽乡村，先后

被评为省级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

村、省级宜居示范村、金华市村庄整

治示范村、金华市森林村庄。

在端岩村垃圾分类收集驿站，

垃圾分拣员俞梅秋正在将收集的垃

圾再归类，把铁罐、纸板、塑料瓶等

按12个种类分门别类投入可回收垃

圾箱，不可回收的“焚烧垃圾”和湿

垃圾用垃圾运输车运走，整个垃圾

站基本闻不到异味。

俞梅秋说：“以前垃圾很多，现

在数量减少了，村民垃圾分类也分

得很好。”

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端

岩村经过多次探索实践，总结形成

了党建引领下的垃圾分类“端岩模

式”。通过源头指导分类、精细二次

分拣、资源回收利用等措施，推动垃

圾减量化和资源化，该村每日外运

处理的垃圾量从 100公斤降到 15 公

斤，成为人均日产生活垃圾只有 38

克的垃圾分类“网红村”，吸引了不

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垃圾分类“网红村”出名之后，

如何将“网红效应”转化为“美丽经

济”是村里工作的重点。近年来，端

岩村以垃圾分类文化为载体，依托

周边杨溪湿地和岩宕景观资源，不

断拓宽文旅路径，建起了集餐饮、民

俗于一体的综合体以及配套的研学

基地，每年吸引上万人次前来学习

参观、旅游消费。

端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俞海说：“我们计划结合周边的资

源，布置一些新场景，把低碳研学与

生态湿地、美丽田园结合在一起，吸

引更多学生、社会团队到我们村来，

也增加村民的收入。”

从广义上看，未来乡村就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升级版，是美丽田园、美丽乡村、美

丽环境、美丽经济叠加的新形态；而从狭

义上分析，未来乡村是指立足乡村资源特

色、地域禀赋、产业优势和人文特征等元

素，打造特色鲜明、功能完善、产业突出、

环境优美、服务便捷、智慧互联、整体智

治、共同富裕的，引领乡村发展方向的生

态、生产、生活共同体。

在明确了未来乡村定义的基础上，

浙江各地根据本地区乡村发展实际情

况，相应地提出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工作

需要达成的目标，大体可以用两点进行

概括：

以“人本化、田园化、科技化、融合化”

作为建设乡村未来社区的四大价值坐标；

构建一套以“未来文化、生态、建筑、

服务、交通、产业、数字、治理、精神”为重

点的“九大场景”。

从未来乡村的两大目标出发，浙江

对于未来乡村计划的实施充满希望。同

样，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浙江作为先行

者在如何打造未来乡村尤其是场景建构

上颇有建树。

自 2019 年浙江启动未来乡村试点

建设工作以来，经过了长期的摸索过程，

各地在将未来乡村付诸于实践的同时，

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和标准。“九大场

景”就是从涉及文化、生态、数字、服务等

角度出发，为未来乡村提供了一个切实

可行的构建目标和具体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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