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见桃花源”

——大花园核心区的乡村蝶变

刘敏

记忆中的岩樟乡很遥远、很偏僻，是龙泉西北隅的一个死角。早年去岩樟的道路，崎岖颠簸、坑洼泥

泞。沿途大多是高耸的山丘，偶尔有几户零散的农房，没有半分城镇热闹的气息……今年正月初三，我又

一次踏上去岩樟的旅途，走入了乡里近年来着重打造的“又见桃花源”品牌核心村庄。这一次，我恍如随

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走入了“峰回路转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这里的生态变好了。峰峦叠翠、茂林修竹，全乡森林覆盖率高达 89%。山林中时不时有两三只长尾巴

鸟飞出，似乎在拍打着翅膀向我们问好。碧波荡漾的岩樟溪犹如一条绿带飘然灵动，俨然到了小九寨。这

条优质的水源哺育着下游 10 余万民众，真不愧是龙泉天然的“母亲河”。这里的环境变美了。阡陌交通、

屋舍俨然、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小城镇建设“、精品村”等美丽乡村建设，打破了“脏乱差”的沉疴陋

习，往日的厕所灰寮，变成了古朴的廊桥和亭台小景，沿溪的杂草边坡，修成了生态的亲水绿道，农村面

貌焕然一新。2017年，岩樟乡成功创建“国家级卫生乡”。这里的乡风变文明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

桑麻”。所到之处村民们都热情地拿出茶水招呼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喝茶聊天、谈笑风生。偶

尔有几个路过的乡民，背斧挑担，往来问好，犹如兄弟般亲切。一些回家探亲的成年游子，或抱着小孩，

或提着礼物，脸上洋溢着新春的喜悦。这里的群众变自信了。沿途走访了养蜂老农夏世友和岩樟源茶叶合

作社负责人叶光明，闲谈着一年来的好收成，从他们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脸上，看到了岩樟乡变化之大、

蜕变之美和增收致富之路，他们的言语中洋溢着对家乡美好未来的满满自信，坚信岩樟将会是一个生态环

境更加靓丽、生态经济更快发展、农民生活更加美好的“世外桃源”。

这场美丽的蝶变，源于十余年来岩樟乡人民坚守绿水青山，着力构建“清水之源、桃源岩樟”的信念，



尤其是全省大花园战略实施以来，岩樟乡致力于打造“又见桃花源”品牌的实践。乡长李文秀介绍说，乡

里作为岩樟溪饮用水源保护地，为了让龙泉市百姓喝上放心水，关闭了所有农家乐，外迁了 2/3的人口，

实现全域出境水质达到Ⅱ类标准，2018年还得到生态环境部点赞。为了带领群众致富，乡里大力发展生态

精品农业，全域禁用除草剂和高毒农药。近两年来，以茶叶、果蔬、中蜂为主导的生态农业蓬勃兴起“，

桃源岩樟”这一公用品牌促进了农民增收。

其实，岩樟乡的蝶变是全省“千万工程”、生态浙江和大花园建设背景下，大部分乡村正经历的一次

美丽变革。类似岩樟乡这类生态型的乡镇，本身就是个天然的“大花园”，是大自然母亲的馈赠。岩樟乡

的大花园建设正从生态美向形态美、文化美、生活美的方向不断前行。乡村的变化尽管令人欣慰，但此行

我心目中仍留有不少遗憾。一是交通条件相对还比较落后。城区通往岩樟乡仅有一条县道，弯道多且狭窄，

行政村尚未实现“村村通”，交通仍是偏远山区发展最大的短板。二是产业发展滞后尚未根本改变。受限

于生态红线、水源地保护，传统工业不能发展，旅游业缺乏民宿经济支撑，作为农民增收主产业的生态精

品农业，尚未形成农产品价值的良好转换，存在成本高、产量低、市场化程度偏低等问题。三是乡镇空心

化趋势没有根本扭转。青壮年劳力普遍外流，留守问题、老龄化日趋严重。四是农民增收还缺少有效手段。

2018年消薄的 11个村行政村，5个村是靠兜底完成的。

当前，全省上下正如火如荼推进大花园建设，岩樟乡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就要紧紧抓住

丽水市推进大花园核心区建设和龙泉市列入大花园典型示范建设单位的发展契机，变“遗憾”为“希望”，

实现更华丽的“蝶变”。

加快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在中心村等重点村落实施一批民居改造工程，推进柳山头等 3A景区村

庄建设，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提高“桃花源”生态旅游的建设品味。推进海拔 600 米以上绿色有机农产

品建设，扶持发展放心蔬菜、放心蜂蜜、放心茶叶等生态农产品，争取纳入“丽水山耕”品牌。

加快破解交通制约瓶颈。要统一谋划和架构偏远乡镇对外连接的大通道，提高现有的公路等级，同时

加快建设“四好”农村路、“村村通”等项目，打造“畅、安、舒、美、绿”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实施“大搬快聚”工程。让想搬而搬不了的农民到集镇中心村集聚，让有能力有思想有情怀的新农民

返乡回村。鼓励乡贤回归，支持乡村青壮年在乡创业，给予北京、上海等新本地人的落户定居和创业政策，



提升新生业态人口吸纳能力。

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以丽水成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财政奖补机制，提高生态公益林、重点生态功能区、山区农民异地转移等生态补

偿标准，降低乃至减免源头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配套资金，探索建立市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生态补偿，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支持绿水青山的坚守者能继续坚守。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蝶变的乡村骄傲地镶嵌在“又见桃花源”的山水画卷中，时光隧道展示出

一幅“人人是园丁、处处是花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绿水青山的 GEP 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 GDP，大花园的明天将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