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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建议 

卢美贞，蓝文权 

(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材料学院，浙江杭州 310014) 

【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安吉县横山坞村、奉化市滕头村、萧山区信源村、桐庐县深奥村等地实地调研，结果表

明，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人口得到集聚，基础及环保设施配套进一步提高，农村节能节材技术得到推广，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村庄绿化美化、农村卫生长效管护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乡村生态农业、旅游业、低耗能低排放工业

得以快速发展，特色乡村文化和习俗得以发掘和保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并为此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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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但片面追求经

济效益、罔顾生态环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浙江省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实施了惠及广大农村的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使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村容村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浙江省安吉县横山坞村、奉化市滕头村、萧山区信源村、桐庐县深奥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作者对安吉

县横山坞村开展了“节能环保新技术的推广、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调研，对奉化市滕头村开展了“新乡村生态农业、旅

游业”调研，对桐庐县深奥村开展了“美丽乡村古文化发掘和保护”调研，对萧山区信源村开展了“新型农村，新型工业的发

展”调研。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各具特色的示范村分别展现了美丽乡村计划实施以来，广大农村地区在经济、文化、政治、社

会、生态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及人民在生活水平、生产方式、精神面貌、素养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

但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调研以实地参观采访并结合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通过走访安吉县横山坞村、奉化市滕头村、桐庐县深奥村和萧山区信源

村，分别从乡村工业、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业、古文化保护 4个方面了解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 

在安吉县城及横山坞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及其示范意义的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了解程度、

产生的影响、存在的不足及意义等。共发放问卷 100份，剔除未完成、信息错误及漏答关键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 92份。调查

过程完全匿名，不泄露个人隐私，保证调研客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安吉县横山坞村“节能环保新技术的推广、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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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坞村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先后荣获中国美丽乡村、中国魅力乡村等美誉。该村依托大量早园笋、黄花梨和白茶的种植，

分别成立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黄花梨专业合作社和茶叶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中，全村大量使用滴管、喷灌和大棚技术，

推广使用节能工艺设备，合理配置农业机械，既解放了生产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生活中，村委建设了生态污水处理池和

太阳能曝气池，用于处理村民的日常生活污水，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推广太阳能利用，大力发展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热水器。

在工业上，横山坞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建设标准厂房招商出租，大力发展竹制品和转椅产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整合重组，提供

了近千个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横山坞村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善于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他们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以股作价、合作

经营，大力发展商贸经济。鼓励村民开超市、饭店，进企业上班，使得横山坞村走上了集体致富的道路。 

调查发现，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乡村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图

1)。此外，市民们希望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和旅游业，促进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图 2)。 

 

调查得知，安吉县人民对于安吉创建中国美丽乡村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每个村也都在因地制宜地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多

数人对美丽乡村建设对安吉县人民的影响持肯定态度，认为利大于弊，但也有人担心期间滋生的腐败问题。市民普遍认为，美

丽乡村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可以抓住机遇，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在问及安吉美丽乡村建设对其他乡村建设最具示范意

义的方面时，他们认为，安吉依托全县境内广泛种植的竹子，发展了特色的竹制品产业，使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其他地区也

应该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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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奉化市滕头村“新乡村生态农业、旅游业” 

作为全球生态 500 佳、中国十大名村的滕头村，以生态农业和旅游业闻名［1］。调研发现，滕头村通过改土造田和生态环

境建设，发展了立体、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同时推广农村新能源，发展园林绿化产业；建立现代农业格局，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注重提高农民素质，重视人才、教育、环保。滕头村发展的成功之处，首先是滕头村村委的提前科学规划，实现了工业区、

文教商业区、休闲农业区和村民住宅区的合理划分；其次是强力的党政主导，坚持生态立村、农旅结合、扩大融资；最后是宣

传力度的加强，不断提升人气指数，同时借机推销旅游产品。 

滕头人先进的人才观、生态观、科学规划观和教育观为这个村子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今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启迪:学

习滕头村的“耒”字精神、重视农耕乡土文化；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和科学管理力度；做好科学规划，增强旅游文化内涵；不断

加强乡村生态农家乐经营管理水平；加强组织宣传力度，创造旅游品牌。 

然而，通过考察滕头村的乡村旅游产业，作者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滕头村的生态旅游开发力度不够，尽管有 30 余处生

态景观，但活动形式单一，能吸引游客的亮点不多；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不高，缺乏人文元素，尤其是现代人喜欢的刺激和新奇

元素；除特色农产品外，其他旅游商品品种较少，尤其是工艺品、纪念品。 

2.3桐庐县深奥村“美丽乡村古文化发掘和保护” 

深奥村位于桐庐县江南镇，因其文物古迹、古老水系、浓郁的文化习俗而闻名，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在开展该村古文

化的挖掘和保护调研时，作者了解到早在 2010 年，桐庐县旅游局便牵头编制了《桐庐县深奥古村落旅游开发规划》，旨在保护

和修缮古建筑和独特水系，控制古村人口，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居住质量。 

调研中发现，通过几年的努力，深奥村区域内濒危的 20 余幢古建筑得到了及时有效的维修，于 2007 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村。2008 年，深奥高空狮子被列入杭州市第 1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深奥村还成立了江南镇古建筑保护与开发

领导小组，通过摄制专题宣传片，申报深奥文化风景旅游区，出台旅游区项目策划书，拟建成以人文景观为主，集山水历史、

文化观光、生态度假、休闲体验为一体的风景区。然而，在发展深奥古镇的同时，当地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却逐渐暴露。为此，

江南镇古建筑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特制定严密的深奥古镇火灾灭火对策，严格加强用火管理，确保古镇的用电安全。 

如今，深奥古村的开发工作正在一步步有序地开展。在当地政府对古文化的大力宣传和严谨保护下，古村落的文化影响渐

显，群众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 

2.4萧山区信源村“新型农村，新型工业的发展” 

信源村位于萧山区党山镇，是远近闻名的小康特色村，于 2012年度被评为杭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

中，信源村建设了文体中心、休闲公园和诚善信源品牌文化广场，配备完善的健身娱乐设施，大大繁荣了健身文化。此外，信

源村大力开发闲置土地，引进和扶持农村低能耗、低排放工业，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结信源村的发展，作者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尤其要大力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尽力开

发闲置土地，推进招商引资。除了稳固提升现有传统产业外，大力引进培育新兴产业，支持企业通过技术、管理等创新举措，

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拓展产业链，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提质增效。同时，关注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村民

业余活动，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 

2.5美丽乡村建设的共性思路及产生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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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浙江省安吉县横山坞村、奉化市滕头村、萧山区信源村和桐庐县深奥村等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各地的美丽乡

村建设具有共性思路，即进行农房改造，道路硬化，乡村绿化美化，村庄亮化，污水处理，垃圾清运，水冲式公厕建设，农民

健身广场、文化站、图书室建设，村容整治，村口标识和文化墙建设等 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建立健全乡村公共医疗、公共

交通、教育、农村饮水、便民超市、电力、电信、电视、网络等惠民项目，深入发掘农村的风俗文化，提升农村整体形象。 

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让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乡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健全，人民群众的环保意

识、卫生习惯逐步增强。原本乡村随处倾倒垃圾的现象明显减少，加之专业保洁队的建立，村容村貌日益优美。招商引资项目，

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建立日益健全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制度，使

得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生老病死问题有了保障。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城乡差距进一步减小，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素养习惯都逐步提高。 

3 不足及建议 

如今，村庄建设仍然点多面散，农村建房缺乏规划，特色未显。其一，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村民环保意识淡薄，且

卫生长效管理机制仍有待建立健全；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资金供给之间缺口大，且因各县区、乡镇间经济实力的差异，

美丽乡村建设两极分化严重；其三，乡村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农村文化特色尚未得到深层次的挖掘和利用，一

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未得到及时的抢救、保护和发扬；其四，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仍较落后，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还

较突出，基础设施的后续管理和维护问题尚未落到实处；其五，土地流转困难，用地紧张，且基本农田未得到有效的保护，侵

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以上的不足，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建立长效保洁机制。首先要配备足够的垃圾桶、垃圾运输车、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其次要建立

长效的村庄保洁队伍，合理分工，落实责任，可效仿横山坞村，招募村里的老人组织保洁队，一方面可以保洁乡村卫生，另一

方面老人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最后要严格控制农村养殖及工业污染，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从整体上改善村庄面貌。 

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整合资源包括项目资源和村庄自身资源，可综合开发乡村的优质蔬菜瓜果、特产，

形成产销一条龙经营，学习横山坞村和滕头村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合作社建设，开发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综合开发

乡村的山地，依托自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势，积极招商引资，鼓励金融资本参与美丽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地域特色，体现差异性和多元化，形成一村一品。注重挖掘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习俗，学习深奥村积极开发古镇文

化，保护古建筑和特色风俗。着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深入推进健身操、广场舞等群众热衷参与的文体活

动，注重开展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送书下乡等活动。最后应特别注重保持农村原生态风貌，找准定位，发展特色品牌，营

造良好氛围，提升对外形象。 

注重建管并举。一方面要立足于改变村容村貌，加强规划引导和环境整治，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环境管理与维护。无论在建

设还是管理美丽乡村的进程中，都要注重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 

加强宣传，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旨在实现全民小康，使得生活环境优美，乡风淳朴，安居乐业，

老有所养。因此，广大农民才是主体，政府必须调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宣传和引导，如此美丽乡村才会建设得越来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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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解决资金难题。横山坞村和滕头村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通过土地出租、变卖、入股等方式获得集体资金；另

一方面大力开发生态农业、旅游业，综合利用山地、竹林，建立长效的集体经济来源，拓宽融资渠道，为美丽乡村的进一步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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