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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历

史印记。

在大陈村，陈氏宗祠、千年古樟、

荆川桥积淀着光阴故事，见证了村庄

的发展与变迁；邻里中心的显示屏

上，滚动播放着村集体全家福，描绘

着乡风民俗画卷。

“现在口袋富起来了，脑袋也跟

着富起来，村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正如大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建伟

所言，以“千万工程”为引线，文化正

深深嵌入大陈人的日常生活。

踏入古朴优雅的汲古书房，艺术

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大陈村的一个

重要文化印记，汲古书房藏书 6000

余册，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村民的阅

读需求。在距离汲古书房不远处，文

化礼堂也成为点亮乡村艺术之美、丰

富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空间。

一场开在乡村的音乐节，是大陈

村探索文旅融合、艺术赋能的积极实

践。今年“五一”期间，前仓镇“芋见

大陈”乡村音“阅”节系列活动在大陈

村举办，油画展、沉浸式音“阅”会等

活动精彩纷呈，乡村的烟火气持续升

温。

从“灰头土脸、面黄肌瘦”的山

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样本

村”，大陈村重塑乡村风貌、焕发万千

气象，成为“千万工程”引路下，浙江

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千万工程”的

推进，贯穿过去、现在、未来。在下一

个 20 年，大陈村又会是怎样一幅景

致？这里依旧有着无限想象空间。

美丽接力 共富风起 文化浸润

看“千万工程”如何改变大陈

前 仓 镇 大 陈
村位于历山脚下，
名字很“大”，地方
却不大。村域内

既没有奇山异水，也没有瑰丽风
光，却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
3A级景区。10月13日，全国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
进会召开。其中，大陈村是本次
现场推进会浙西考察线路上的
一个考察点。

为何是大陈村？只有走进
大陈村，感受背后的山乡蝶变，
才能探知其中答案，读懂“千万
工程”的壮阔实践启示。

美丽接力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初秋的大陈村，景色宜人。青黄交接

的田野上，白色鹭鸟翩跹。

走到村口，便有一行醒目的标语跃然

眼前——“绿水青山下 万千和美家”。沿

着穿村而过的荆川溪往前走，沿溪而建的

临水街点缀着古色古香的灯笼，三三两两

的村民或游客聚集于此休憩聊天。继续往

里走，村道整洁、空气清新、绿树掩映，石

桥、古樟、亭台⋯⋯移步换景间，所见皆是

美丽乡村的模样。

过去的大陈村可不是这番景象。说

起当年，许多村民记忆深刻。村里污水

乱流、垃圾乱倒的情况普遍存在，乱搭乱

建、鸡鸭乱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特别

是不少老房子年久失修，村庄面貌不如

人意。

该怎么变？循迹溯源，“千万工程”正

是触及这场“美丽革命”的起点。

大陈村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掀起垃

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递进式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如今，设计古朴的

公厕——“第五空间”已成为游客打卡点，

“5G轻松驿站”智慧公厕用上了太阳能，实

现了低碳节能零排放。

与此同时，大陈村通过农房改造、管

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让村庄焕

发新气象。修旧如旧、建新如故，大陈村

在不改变乡村肌理的基础上，为后续发展

腾挪出空间。

10 月 17 日中午，接待完最后一

桌客人，三友农家的店主李俐才稍有

空闲。“中秋国庆假期的生意更好，一

些民宿一房难求。”她说。

“千万工程”的深入实践，塑造了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也催生了独具

特色的美丽经济。

将时间线往回拉。过去，村民大

多和土地打交道，种植毛芋、葡萄等

农作物。因销路有限，农产品常常陷

入滞销困境。村民收入不高，村集体

穷得叮当响。

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把游客引

进来。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大陈村

试水发展乡村旅游，以整村打造特色

民宿的方式吸引游客，走出了一条

“美丽生金”的发展新路。2015年，大

陈村首批7家民宿开门迎客。几年下

来，民宿经济风生水起。

由“从无到有”到“遍地开花”，数

据最有说服力。截至目前，大陈村有

民宿45家、床位1138张，全村80%以

上农户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

“夕雨红榴拆，新秋绿芋肥。”与

民宿一起兴旺的，还有村里的毛芋

产业。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舜

芋具有个大皮薄、肉质细腻、口感鲜

糯等特点。如今，舜芋正加速飞上

全国各地食客的餐桌，带动村民增

收。此外，大陈村持续打造特色 IP，

不断延伸舜芋产业链，开发芋片、芋

蛋卷等舜芋产品，把土特产文章越

做越大。

乡村，同样是创新创业的大舞

台。在大陈村，咖啡馆、酒吧、餐厅、

手工坊、露营基地等各类休闲娱乐业

态汇聚，导师工作室等一批项目先后

落地，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聚在一

起。大陈村犹如一块磁石，迸发出强

劲吸引力。

共富风起 新老业态百花齐放

文化浸润 田园间的“诗和远方”

大陈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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