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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一）项目背景

东村村原名凤岙市，地处滨湖地区。800 年前，这里还是烟波浩渺的广德湖。

凤岙市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往来多渔船避风，人气聚集，人口逐渐增多。清末民

初，东村村集市文化繁荣，往来商旅众多，古建林立，素有“东乡韩岭市，西乡

凤岙市”、“小宁波”等美称。

凤岙市古桥

（二）工作思路

——坚持党建引领、党政主导。坚持党建工作为引领，大力推进清廉村创建

工作，形成村书记亲自抓，分管委员直接抓，层层推进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

党政领导、各方协同、分级负责，确保项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以推进地区生态

文化振兴。

——注重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期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在充分调研、盘点区域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历史文化优势，以“保护古

建、传承特色”的乡村建设规划为龙头，积极规划村庄布局、农村土地综合利用、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规划。因地制宜，稳扎稳打推动区域振兴，走出一条“历

史文化+”生态发展的独特道路。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本项目充分依托“两山理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结合地区山林耕地河

流众多等现实，积极推进区域内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更将重点配合

上级政府开展“沿山干河河道整治工程”，推动区域内生态环境整治。

同时，积极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原先第一产业过重的现实，集中

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集约型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另外，以明清古建筑特

色为线索，复兴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明清古建文化，提升人居环境，推动

村庄一二三产融合，改善基层治理，发展出一个多元平衡的新历史文化村，努力

建立区域性示范。

——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历史文化+”生态发展的独特道路必须坚持

守正创新，一方面继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利用好当地文化特色，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项目立足区域内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深挖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充分盘活地区

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以水鸿飞进士第为核心的“进士”、“孝慈”、“清廉”文化；

以“龙凤金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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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与对策

1.人居环境问题

近年来，农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虽然逐年加大，但系统性、发展性的人

居环境并未得到改善，与村庄全面发展的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发展依

靠古建筑，另一方面，发展也受制于古建筑，道路狭窄、排水不畅、缺少集中型

停车场地、卫生治理难度大等问题浮现。

因此，项目立足于现实情况，整体规划、按序实施村内道路等交通配套设施

升级，率先于村委会周边新建大停车场，并展开老村区域内排水道路硬化等改造，

改善村民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升级了观光游览设施。

2.古建保护问题

老村区域内古建筑较多，居住主体多为老年人与外来务工人员，这两类居住

主体文物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目前尚无法实现保护性清空，古建筑保护问题凸显。

2021 年，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区域内的凤南三弄发生较大火灾，本次火灾也对古

建筑产生了不可逆的破坏。

为此，上级有关部门和村两委高度重视此事。村两委委员定期开展走访、排

查及文保宣教工作，切实提升保护区域内居住主体的文物保护意识。此外，村聘

电工积极开展古建内部线路排查，及时排除线路老化等火灾潜在险情。另外，村

两委积极配合上级政府，秉持修旧如旧原则，财政补贴与居民出资共同完成对凤

南三弄古建的原址修复工程。

凤南三弄古建筑修复工程

3.融合发展问题



农业是传统农村的基础性产业，但农业本身附加值较低，且农村劳动力纷纷

向城市转移，村社内部活力不足，大量务工人员移入，引发原住民与新村民之间

的矛盾。

项目规划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激发乡村活力，努力推进社区营造，不断推动

产业间相互融合。本项目努力创设“古建保护”“非遗制作”等话题，聚集原住

民与新村民共同行动，激发形成合力。同时，开展各种“非遗制作”培训，开展

能力建设，培育活跃主体，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另外，积极调动村庄内部资源，密切结合区位优势，走“历史文化+”生态

发展的独特道路。横街镇入选浙江省第一批旅游风情小镇培育名单，“现代农业+

休闲旅游”双重“基因”元素推动焕发新的活力，本项目结合地区特色，充分利

用党建中心、文化礼堂、文明实践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等场所，积极推动区域内

生态宜居、现代农业、古建保护、特色文化与休闲旅游协同发展。

三、项目创新性

近年来，国内涌现了不少乡村振兴的研究与实践，不少乡村根据自身区位优

势，通过盘活地区资源，引进外部资金，走出了电商、农旅、田园等发展新路径。

以东村生态环境和古建文化为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努力打造生态环境宜居，古

建个性凸显，特色文化浓厚的，融体验、休闲、观光、教育于一体“历史文化+”

生态发展模式。

农旅融合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当前城市消费的热门需求所在，

更是帮助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好路径。当前的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旅游消费业迅

速发展的主力军之一，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建设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的

热潮。不同于同类项目“休闲农业+旅游观光”的简单、划一的发展模式，深掘

地区特色，充分挖掘和保护古村民居建筑，不断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努力补齐配

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地区“进士、孝慈、清廉”文化、“商旅”文化以及特产

文化的作用，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转变为具有生活体验可能的特色文化村。

四、具体成效

（一）经济效益良好

积极推进东村实现新时代“历史文化+”生态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为落脚点，村民实现摆脱原先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继而转向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村

民收入逐年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可持续，经济效益显著。

（二）社会效益显著

——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项目实施以来，东村不断整合本地资源，形成以

“水鸿飞进士、龙凤金糰”为代表的的村域文化，并且不断利用已有的进士第、

党建中心、省五星级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校等地开展系列主题文化

主题与培训，在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本土文化自信中凝聚居民合力，不断提

升乡村文化软实力。

——党建、慈善事业双赢。项目实施以来，村集体经济效益良好，村民收入

增加，党建工作与慈善事业实现了双赢发展，在 2023 年度“慈善一日捐”中共

募集善款 33060 元。

——民生实事坚持落地。随着乡村振兴事业的不断深入，项目自推进以来，

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工作如火如荼，保障本村居民居家养老需求的同时辐射

周边临近村、社；村集体出资为户籍在册 60 周岁以上老人购置商业保险，筑实

老年人安全的坚固屏障；申报村篮球场创建工作通过，补齐村民体育锻炼需要的

短板；配合上级政府积极开展“沿山干河河道整治工程”，助力保障宁波市西枢

纽防洪排涝安全，强化核心区排涝能力，保护区域内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基础设施按序更新。本年度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补齐老村村域

内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助力发展；申报凤岙老街街河改造工程，保障省级文

物保护核心水域、河域整洁，优化“一水穿村，江南水乡”的独特景观；改造两

座水泵房、申请标准农田建设，助推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

（三）生态效益明显

——村域环境综合治理效果显著。借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五水共治等工程，不断推进村域环境综合整治。自项目实施以来，更是积极开展

村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河道清淤工作。系列举措中，村容村貌不断得到改善。

未来，更将配合上级部门进行“沿山干河河道整治工程”。

——“历史文化+”生态前景良好。项目自推进以来，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案例村整合区域内农业土

地资源，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加快区域内土地集中与流转，大力推进集约型农



业发展。借助镇“大雷竹笋”等优势，提升林地种植技术。借助东村特产文化，

形成“稻田——山地——作坊”式的产业链，生态农业助力地区打造“龙凤金糰”、

“乌米饭”等“金字招牌”，走活一条“历史文化+”绿色、生态发展道路。

五、经验启示

东村是宁波明清古建筑与商贸文化的典型代表，有阵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源与

底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岁月的更迭，依托传统农耕文明与商贸交易而存在的

生产方式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村庄内部依然保留着历史的遗存与原先的传统。

这些则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

——坚持以人民中心，促进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客观规律，尊重农民意愿，推进包括整治村庄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

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方便农民生产生活在内的各项建设。”

在项目的规划、制定与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装着人民群众，明确发展

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几个基本问题。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核心，新时代要推进乡村振兴，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我们要密切关注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回应群众的呼声。同

时，我们又要不断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振兴事业的积极性，不断激发乡村建设的最

基本却又最活跃的因素。

——立足于本土资源，谋划乡村发展。坚持系统观念而进行整体设计的同时，

更应该要关注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社会经济

条件、风俗文化等条件，抓住区域发展的重点，补齐当前及未来发展的短板，激

发居民这一主体精神，制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从而全面提升乡村振

兴的效力与效能。

——坚持新发展理念，规划长期发展。发展的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在乡

村振兴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极其容易忽略

乡村振兴本应该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因此在项目设计初期，我们就确立

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导，积极变革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坚持村庄整治与村庄经营相结合，发展生产与改善村容村貌相结合，走新发展理

念指导下的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新道路。

时代在召唤，我们新时代的基层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实践水



平，抓住时代发展的良好机遇，努力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本土道路。坚定建功

新时代的理想信念，不断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横街镇东村 吴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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