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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3个“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数量居金华首位

畅游省级生态文化基地领略别样风情
□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金攀

龙山镇茭杨村距离市区 25 公里，

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在这里，你经常

能看到、听到一首首描绘村庄新景的

诗歌：绿树清阴滋故园，奇花伴石绕墙

门；前塘水碧锦鱼跃，望阙风弘古意

存；画壁绘描耕读迹，亭台镌刻尚书

魂；长廊和合承家训，漫看乡庄景色新

⋯⋯

近年来，茭杨村坚持植树造林，利

用村口片林、后山荒地、下山荒地，见缝

插绿，全村绿化面积 1.36 万平方米，完

成公共休闲广场、舞坛、后山公园、下山

公园建设，并建立长效绿化管理机制，

把“三分种、七分管”当作重要议事日程

来抓，切实改善宜居环境。

为推进“两美”新农村建设，茭杨村

“党员干部带在前，户户卫生赛清洁”，

党员干部带头抓落实，实行门前四周

“三包”制度，开展卫生保洁“三评”活

动，鼓励村民自觉打扫卫生，更鼓励义

务打扫公共场所卫生，提高村庄卫生质

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前几年，经村民大会同意，茭杨村

推行义务执勤保洁制度，村里每天安排

一位村民义务清扫垃圾，同时督促乡亲

们做好门前“三包”。

去年，茭杨村又升级了。义务保洁

员在检查每家每户房前屋后有无垃圾、

做好公共区域保洁的同时，还“蹲守”垃

圾房督促引导村民做好垃圾分类投

放。若是多次不听劝告乱扔垃圾，全村

通报批评。

借助龙山镇ATV酷玩小镇建设的

东风，茭杨村以宋代工部尚书黄彦良文

化为载体，以古迹、凤凰山、高塘古街、

生态休闲林、街角小品等为特色，结合

农业生产基地、观光休闲长廊等，开发

集休闲、观光、餐饮、民宿为一体的生态

农业旅游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茭杨村“两美”新农村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被评为永康市秀美村、

永康市卫生洁净示范村、金华市绿化示

范村、浙江省森林村庄等。

龙山镇茭杨村：
诗书美景入画来

市林场：
得天独厚文蕴长

市林场位于历山，共一个场部和三

个林区（白云坑林区、岗固岭林区、杨西

坑林区），地势总体呈“西北-东南”走

势，地质地貌以丘陵为主，山体曲折回

环，地势险峻有度。这里拥有一片“浙

江最美森林”——历山针阔混交森林，

三条森林古道——石子岭虞舜古道、石

城山黄帝古道、岗谷岭古道。

市林场现有林地面积 8111 亩，全

部为省级重点生态公益林。森林总蓄

积 为 3.42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7.5%，以人工杉木林、马尾松林和次

生阔叶林为主。近些年，市林场的经营

理念从以采伐为主转变为以保护生态

为主，多措并举加大森林抚育力度。经

多年封山育林、天然更新、人工造林，市

林场的林相呈现出一步一景、四季变幻

的层次与色彩。

据初步统计调查，公园内植物共有

124 科 334 属 639 种（含种下等级），其

中有 11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共有野

生动物 200 余种，其中有 11 种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外，

市林场受舜帝文化、黄帝文化、慈孝文

化等传统文化千年浸润，以其丰富的自

然景观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

难得的旅游休闲胜地，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观光。

此外，市林场作为我市林下经济试

验推广基地，积极种植三叶青、苦丁茶、

油茶等。林场内的食用菌研究所（菇尔

康）通过“公司+研究所+合作社+农户”

模式，标准化生产灵芝、猴头菇、竹荪、

猪肚菇、白木耳、大球盖菇等食用菌，常

年向社会展示食用菌生态文化。

近年来，市林场被评为永康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森林消防工作

先进单位、平安林区创建工作先进单

位，对林业产业发展起到示范、带动、辐

射作用。下一步，市林场将深入挖掘山

水文化、舜耕文化、禅修文化、森林古

道、森林科普等潜力，进一步弘扬生态

文明。

丰山头村坐落于龙山镇核心区域，

北依浙商回归创业创新园，南临龙山大

道，西望太平水库卧龙山，东接永东高

速出口，交通便捷。村庄耕地面积 365

亩，山林600亩。

近年来，该村见缝插绿，对村内荒

地、房前屋后、村口片林等进行绿化补

植，全村绿化总面积 1 万多平方米，人

均绿化面积 17.8 平方米。该村还完成

了锦绣公园、村口、环村路绿化4000多

平方米，打造街角小品3000多平方米，

全村外墙进行粉刷喷漆，有效改善村庄

环境，受到村民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成

功创建省森林村庄、永康市美丽乡村精

品村。

说起丰山头村，还有一段历史。相

传南宋进士、兵部尚书景忠是丰山头村

人，为纪念这位声名赫赫的老祖宗，该

村设计建造了一座以“孝”为主题的“尚

书园”。园内，“加封尚书”“景忠报国”

“将门虎子”“辞母庐父”4 座铜像静默

伫立，无声地向后人讲述历史，教育后

人。

尚书园边上是农耕园，该园重现了

久违的石磨、稻桶、打稻机、独轮车、水

车等农耕工具。村民将自己家的农耕

用具捐献出来，放在农耕园展示，既让

人们回忆过去的农村生活，也为后辈展

现过去的农耕工具。

丰山头村还有个锦绣公园。锦绣

公园建好时，恰有一道彩虹映照下来，

将池中喷泉雕塑上的石珠包裹起来，村

民便取了个名字——“彩虹握珠”。

除了“三园”，丰山头村还处处建起

了新颖别致的街角小品，如村中长廊这

个村民常休憩的场所，被做成了家规家

训文化集中展示窗口。

此外，丰山头村流转了200亩土地

入股龙川文化园开发建设，每年有分

红。受此启发，该村计划流转全村土

地，积极对接高效农业，引进多肉园、玫

瑰园等项目，深度开发休闲农业，带动

集体经济发展。

龙山镇丰山头村：
“尚书”“农耕”名远扬

石柱镇江瑶村位于该镇北边，与芝

英镇比邻。东永高速永康东入口就在

该村南边，石四线从该村穿过，地理优

越，交通便捷。在村里，还能看到东面

的魁山岩风景区和普照寺。

据 了 解 ，江 瑶 村 自 有 森 林 资 源

3500 余亩，其中保护林 1600 余亩。全

村绿化总面积3.86万平方米，人均绿化

面积19.8平方米。近两年，该村完成了

公共休闲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

场地的改造，改善宜居环境。下一步该

村还规划建设占地 1 万平方米的休闲

公园。

江瑶村连村名都带有“水”意，可见

是个与水息息相关的村子。江瑶村临

近水库，村内池塘、沟渠水系发达。从

前，该村金银器加工业发达但缺乏管

理，加之小前塘上游水库周边农业面源

污染较为严重，小前塘水质不容乐观。

近两年，该村借助“五水共治”的东

风，对小前塘进行清淤，整砌塘岸，栽绿

保植，投放鱼苗，基本恢复了小前塘的

自然生态。

该村还把连接水库和小前塘的水

渠进行整修，每隔十几米设置一个小水

坝，既能蓄水养鱼，又能延缓流速，让水

生植物有充足的时间对水质进行净

化。村两委还发动全体村民共同监督，

设置“塘长”专门管理。

如今小前塘的水质越来越好，鱼也

越来越多、越来越肥。站在小前塘边

上，抓起鱼饵往塘里一撒，红鲤鱼就会

争相抢食，好不热闹。塘中央的小岛、

树木、游步道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与清

淤前浑浊的水质形成巨大反差。

此前，江瑶村已先后被评为浙江省

文明村、金华市卫生村、永康市绿色村

庄等。随着环境越来越好，江瑶村有了

底气和信心，争创美丽乡村精品村。

下一步，该村还要以古迹古居、魁

山岩风光、普照寺等为特色，结合本村

农业生产基地，开发生态农业旅游，争

取将美丽生态转变为美丽经济。

石柱镇江瑶村：
山容水意自天然

前仓镇大陈村位于风景秀丽的历山

脚下，南靠虎踞峡、盘龙谷风景区，西接

历山舜帝庙旅游带，远处青山巍峨屹立，

近处溪水潺潺流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由于村民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大陈

村的生态环境基本未曾遭到破坏。近

年来，该村党员干部带头实行门前“三

包”，带头植树造林，发动群众进行村庄

整治、水系治理。如今，大陈村全村绿

树密布、道路三横三纵、房屋错落有致、

池塘如珍珠般散落村中、溪流穿村而过

⋯⋯一派村在林中、家在园中、人在景

中的“大美乡村”景象！

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大陈村积极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打造舜耕文化，

每年开展“最美大陈人”“绿色家庭”“文

明家庭”“洁美家庭”评比活动，新建农业

生态观光园、综合文化广场、廉洁亭等，

修缮古桥、古祠，保护古树、古牌坊，保护

生态逐步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

据了解，大陈村耕地面积1060亩，

林地面积 4890 余亩，种有葡萄、提子、

舜芋、莲子等经济作物。每年，该村都

要举办葡萄节、摄影比赛，邀请四方来

客欣赏荷花美景、品尝新鲜蔬果及传统

美食，提供集休闲、观光、旅游、餐饮、民

宿为一体的特色服务。

从首批 7 家民宿开门迎客，到创匠

工坊的创立，再到首个精品民宿西贝·
铜院里开张，再到公共厕所“第 5 空间”

成为网红，大陈村旅游产业在摸索中前

行，生意日益红火。从“梅兰竹菊”四个

主题公园，到遍地开花的街角小品，再

到争创 4A 级景区，大陈村美丽乡村建

设持续升温。去年，全村村民入股，筹

集了 3000 多万元资金，打造占地 300

多亩的舜耕农旅观光园。

近些年，大陈村先后获得永康市美

丽乡村精品村、永康市十大美丽乡村、

浙江省森林村庄、浙江省生态文化基

地、全国生态文化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美乡村”，引得无数

省内外游客到此观光旅游。

前仓镇大陈村：
农旅融合成样板

石柱镇塘里村：
青山人文比翼飞

石柱镇塘里村是三国东吴大帝孙

权后裔的聚居地，建村已有700多年的

历史。全村森林面积 617 亩，占村庄面

积的55.6%，耕地面积493亩。

2016 年，塘里村先后被评为浙江

省生态文化村和森林村庄，入围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出了名的“明星

村”。

几年前，塘里村还是个脏乱差的小

村。为提升村庄档次，该村栽种了香

樟、杜英、红叶石楠球、罗汉松、黄山栾

树、银杏、红枫等彩色树种，淘汰了一些

杂木；每家每户的墙角、屋檐下、垃圾桶

上，都种上了绿植，村里聘请专业人员

定期管理；全村绿地被分为 6 个区片，

落实党员干部包干。

在这个古村里，青山与人文融为一

体，百工馆、顾盼廊、孙权文化园、书画

中心等文化礼堂群悄然兴起，成为塘里

村最靓的文化风景线。孙权文化园是

塘里村文化建设的中心，其中分布有掌

声工坊、塘里私厨、同文书局、家训馆、

千秋阁等景点。其周边还种植有水蜜

桃、马家柚、蓝莓等经济作物，每年都吸

引大批游客到此采摘观光游。

更难得的是，塘里村总能“变废为

宝”，如将荒废了 30 多年的牛栏改造成

“牛栏咖啡馆”，将没人用的废砖用来

搭建街角小品。去年牛栏咖啡馆已经

对外营业，节假日的时候生意最为火

爆；孙权文化园里的“私厨”，得提前 3

天预订才能吃上一顿饭；不少游客还

冲着“孙家金团”这块金字招牌来尝一

尝鲜。

塘里村不仅“生态经济”搞得出色，

村民尊老爱幼的传统更是十里八乡的

学习榜样。每年农历九月九，村里都要

评出“十大最美老人”“好媳妇”，引导后

辈继承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村里都会举办

闹元宵篝火晚会。村民自编自导自演，

吹拉弹唱，载歌载舞，丰富文化生活，共

享文化盛宴。

近日，省生态文化协会、省
林业厅公布了第七批“浙江省生
态文化基地”名单，我市龙山镇
丰山头村、石柱镇江瑶村、市林
场名列其中，数量居金华首位。
截至目前，我市已成功创建了旺
盛达、盘龙谷、南山木语、前仓镇
大陈村、石柱镇塘里村、龙山镇
茭杨村、龙山镇丰山头村、石柱
镇江瑶村、市林场9个省生态文
化基地，其中大陈村于 2016 年
获评全国生态文化示范村。

据悉，从2011年起，我省已
连续7年开展“浙江省生态文化
基地”遴选命名活动。该活动以
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意识较强、
生态文化繁荣、人与自然和谐、
示范作用突出的行政村、街道、
企业、学校、林场或森林公园为
主要遴选命名对象，旨在树立生
态文化建设先进典型，引导全社
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和理
念，推动绿色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

市农林局局长朱志豪说：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站在生态文
明的新起点，我们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保护生
态环境作出不懈努力，建设‘两
美’永康。市民朋友不妨在闲暇
时到这些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底
蕴深厚的省级生态文化基地多
走走，感受它们爱护自然的创
举、自然和谐的环境、因林而富
的理念，感受生态文化的独特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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