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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美，文化为魂。楹联文化，正

是西溪镇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11 月 7 日，国家和省市级楹联专家

来西溪镇验收指导“浙江楹联文化镇”

“中国楹联文化乡镇”创建工作。专家组

实地参观了柏岩城墙楹联、三联村长廊

楹联、桐塘村花厅楹联，观摩了永康籍专

家楹联展、任福兴甲骨文楹联展。他们

均表示，西溪镇文化底蕴深厚，创建工作

亮点多、特色鲜明。

获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

来，西溪镇多次邀请楹联爱好者到影视拍

摄点和美丽乡村开展采风创作活动，深挖

西溪历史文化遗存，撰写生态影视文化楹

联，突出一镇一品地方特色，助力乡村振

兴提档升级；扎实开展楹联活动进文化礼

堂、楹联活动进图书馆、楹联活动进乡村

等活动，寓情于景、寓诗于景、情景结合，

出版了《西溪风情》《西溪风物》等楹联集，

增强了百姓的文化获得感。

西溪镇群众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除了该镇的楹联文化建设外，文化礼堂

建设也功不可没。

近年来，西溪镇全域建设文化礼堂，

共计建成文化礼堂 22 处，其中五星级文

化礼堂 2 处，实现文化礼堂行政村全覆

盖。该镇积极利用文化礼堂传承发扬富

含西溪特色的民俗文化，组建西溪民乐

团、丁坑舞龙队、柏岩“108 将”表演队等

各类民间文艺表演队伍 100 余支，开展

“舞龙表演”“永康醒感戏走进文化礼堂

展演”“永康鼓词专场展演”等文艺表演

近 1000 场。

群众的幸福梦，不仅是物质上的富

裕，也是精神上的富有。西溪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

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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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西溪镇三联村金园

自然村，看见通村道路干净整洁，绿树掩

映花团锦簇，一幅“人在景中住、景在花

丛中”的乡村美景呈现在眼前。

乡村美不美，事关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近年来，村里对三线落地、道路

白改黑、美丽田园等项目进行建设，还打

造了‘梦幻荷塘’。”三联村党支部书记徐

金高告诉记者，随着西溪影视基地的规

模不断扩大，背靠基地的金园自然村有

了新的思考。在利民政策的鼓励下，不

少村民加入打造特色民宿的行列。经过

精心打磨，一座座布局美观大方、绿化错

落有致、环境雅致有韵的民宿整齐排列，

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真的很美，这确定是金园自然村

吗？之前母亲跟我讲过家乡变美的事

情，但这样的变化，还是超出了我的预

期。”由于工作繁忙，村民应先生已经 2

年没回老家了，一进村口，就忍不住对家

乡的变化赞叹连连。

三联村金园自然村的美丽蝶变，是

西溪镇着力推进美丽城镇建设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西溪镇积极营造“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的美丽环境整治氛围，先

后投入人力 3000 余人次，累计清扫乱堆

乱放 3000 余处、卫生死角 1600 余处，清

运垃圾 1.5 万吨，清除小广告 1621 处，开

展绿化补植3.3万平方米。此外，西溪镇

强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高水平建设生

活垃圾三化处理中心，实现各类垃圾集

成式处理；持续推进“五水共治”，不断加

强“污水零直排”建设，新建雨污管网各

3.8公里，完成企业内部雨污分流改造72

家；开展“黑格比”台风灾后水毁修复工

程，整治河道 19.4 公里，新建影视绿道

1.8公里，创建省级最美河湖1条，创建金

华市级水美乡村 5 个；坚决打好蓝天保

卫战，开展扬尘治理、秸秆禁烧等行动

80 余次，实现全年无重度污染和严重污

染天气的目标。

绿树村边合，清水乡间绕。如今，行

走在西溪大地上，但见特色田园村庄星

罗棋布，如诗美景正入画来。

“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

休。美哉！小镇客厅。”近日，在记者的

微信朋友圈中，市民吴女士发出了这样

的感叹。

吴女士口中的“小镇客厅”，位于西

溪镇寺口影视基地内。该建筑造型飞檐

微翘、古色古香，整体呈 L 形，隐藏在百

亩古树林中，倚靠在最美河湖东溪边

上。走进“小镇客厅”，一股清新典雅的

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虽然外表看上去古

朴，但里子却不乏现代科技感。“小镇客

厅”集游客服务、影视展陈、党建宣传等

功能为一体。一楼区域共分为五大区

块，即生态西溪、党建西溪、活力西溪、影

视西溪和文化西溪等板块，通过实物展

览、全息投影、视频介绍等形式，全方位

展示西溪工业、农业、影视业等产业发展

历程。二楼为游客休息及观影场所，以

及工作人员办公区。

由于“小镇客厅”是展现西溪文化的

窗口、是共商发展大计的议事厅，更是留

住乡愁记忆、传承西溪历史的特殊平台，

自建成后，立马就成了游客必去的“网红

打卡点”。将“小镇客厅”打造成“网红打

卡点”，正是西溪镇在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着眼于打造“主客共

享、宜居宜游”美丽生活的一种理念。

实现百姓对于美丽生活、美好人生

的向往，正是西溪镇努力奋斗的主要目

标。近年来，西溪镇着力提升农房建筑

设施品质，提高医疗健康服务质量，促进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多元养老服务

供给，增进民生福祉。该镇以“住有善

居”为目标，大力推动寺口村、桐塘村、西

溪村等村的农房改造项目，基本建成东

溪湾小区，不断优化百姓住房条件；以

“病有良医”为目标，强化医共体建设，启

动了占地面积 9084 平方米的中心卫生

院迁建工程，不断优化就医环境，满足群

众全方位就医需求；以“幼有优教”为目

标，基本建成占地面积达 4286 平方米的

西溪镇中心幼儿园，为走好教育“最初一

公里”强势赋能；以“老有颐养”为目标，

建成石江康养中心、棠溪养老中心，建设

老年食堂 16 所，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

住有善居、病有良医、幼有优教、老

有颐养，这就是西溪人的追求和幸福。

“哪里有好吃？哪里有好玩的？这些问

题不再困扰我了。这个智慧旅游系统能够给

我们导航，非常方便。”11 月 15 日，正在西溪

影视基地内游玩的市民胡先生打开手机上的

智慧旅游 App，点击页面，影视基地的全景

图一目了然。基地内的不同景点可以随意切

换，实现360度视觉、听觉临场体验。在景点

的页面里，还贴心地附上了卫生间、停车场、

住宿、餐厅、购物、游客中心等图标，点击图

标，即可导航至相应位置。

西溪影视基地作为西溪镇的特色景点，

年接待游客量为 50 万人次左右。为了让商

家、游客有一个信息对称的平台，西溪镇统一

谋划，研发智慧旅游系统，游客可以通过手

机、电脑等载体，用短信、扫码、定位等方式进

入系统，享受全方位的旅游服务。

产业是发展的引擎，而产业高质量的发

展离不开高能级的平台支撑。近年来，西溪

镇以“三产融合”为抓手，打造“资源集聚，产

业集群”的美丽产业，做强西溪影视旅游品

牌。该镇加强以“一街、一村、一养、一线、一

区、一溪”为重点的影视旅游核心圈建设，引

进了寺口影视商业街、影视艺术民宿村、神龙

峡游乐场、黄寮尖户外星空部落、贾寨沟等

14 个旅游项目，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推动

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服务能力。

为壮大影视旅游和特色农产品这两大核

心产业，西溪镇成立两大产业联盟，变“单兵

作战“为“集体合唱”。依托影视旅游产业党

建联盟，串联影视产业 12 个主要村，以强村

带弱村的方式实现抱团振兴，先后建成了水

木居、北湾古镇、秦汉军营等影视拍摄点 24

个，承接拍摄《芈月传》《琅琊榜》《花千骨》等

深受广大影视迷欢迎的影视作品1000多部，

相关村集体经济年平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37.4万元跃升至2020年的92.9万元，跃升幅

度达 248%。依托农业特色产业联盟，西溪

镇串联特色农产业 10 个主要村，组建三级抱

团营销架构，实现农户、村集体、专业合作社

三方共赢，相关村集体经济年平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4.1 万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53.5 万

元，跃升幅度达13倍。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村民们

的腰包日渐鼓了起来，大家脸上的笑容自然

也多了起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小城镇

的社会治理工作繁杂，那么，又该如何破

解“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

难题呢？

近年来，西溪镇坚持守正创新，脱旧

向新，以“四治融合”为目标，打通服务

“中梗阻”，切实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民主化、协同化水平。据了解，西溪镇构

建了“四级网格+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基本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解决，累计

调处重点矛盾纠纷 9 件，化解上级信访

积 案 7 件 ，四 个 平 台 交 办 件 完 成 率

100%。

西溪镇主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耐

心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做到件件有回复，

事事有回音；坚持抓早抓小，第一时间倾

听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确保各类问

题早发现、早处置；严格落实五包一责任

制和包案接访化解制度，定期坐班接访，

真包真办，真接真管，一包到底。

西溪镇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

四治融合，各村搭建乡贤人才和乡土人

才信息库，发动村里有声望的乡贤、村民

和村干部共同参与村级事务；积极推行

基层公权力的平台运用，村一级公章、工

资发放等均采用线上审批的方式，让乡

村治理在阳光下运行；创设“123”服务品

牌，整合人大代表联络站、老兵服务驿

站、志愿服务中心三个阵地，进一步细化

网格，让村社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

应急抢险、纠纷调解、环境保护、防灾减

灾、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中，夯实基层社

会治理根基。

“要切实把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作

为西溪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治理能力的

提升不仅关乎美丽城镇建设的质量，也

关系到建成效果的稳固和长效。”西溪镇

党委书记王晓雨表示，特色是美丽城镇

创建的灵魂。在创建过程中，西溪镇始

终坚持‘不以投入比大小，只以特色论高

低’，努力打造“西溪特色”、锻造“西溪新

意”。下一步，西溪镇将以此次省级考核

验收为契机，以人民满意为原点，坚定不

移地把美丽城镇这一宏伟蓝图描绘到

底，为我省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贡

献西溪力量。

山水交融 ——
高标准擦亮生态环境底色

主客共享——
高品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

三产融合——高质量推进平台能级提升

共建共治——
高水平打造四治融合格局

精神富有——
高起点建立本土文化品牌

绘就百姓幸福最美底色 打造诗意栖居魅力家园

西溪：以5个“高”字塑造山水如画表里兼修的美丽城镇

一山一水，勾勒西溪
轮廓。一街一路，体现西
溪精彩。

近年来，经过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西溪镇焕
发出了全新的活力和魅
力，让百姓“推门即见青
山，开窗便是绿水”，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今年，在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基础上，西溪
镇踏上了新的征程，以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干
劲，在环境上下功夫，在
生活上做文章，在产业上
深发展，在人文上重挖
掘，在治理上寻突破，努
力把西溪镇建设成为功
能便民环境美、共享乐民
生活美、兴业富民产业
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
治为民治理美的文旅型
美丽城镇省级样板乡镇。

那么，西溪镇推进美
丽城镇建设的秘诀是什
么？又取得了哪些实实
在在的成效呢？那就请
跟随记者的步伐，走进该
镇的角角落落，去一探究
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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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在民族风情街拍摄剧组在民族风情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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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最美河湖东溪省级最美河湖东溪

西溪镇文化中心西溪镇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