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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笋为媒” 铺就农旅融合乡村振兴路

一、基本情况

大雷村座落于四明山麓前沿，地理坐标为北纬 29 度 89 分，东径 121 度 38

分，距宁波市二十二公里，属鄞西地带，地处邱林山区，为四明山脉第五支。它

由大雷村与上车门两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占面积为 6.5 平方公里，有山林 8608

亩左右（其中竹林面积 7500 亩左右），有耕地面积 1300 亩，全村总户数达 1155

户，2485 人。大雷村土地肥沃，山林资源丰富，“以笋为媒”和大竹海合作，通

过发展毛笋加工产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改变现有单一的经济结构，推动竹

林产业升级，将 5万亩竹海打造成为一个集乡村旅游、林下竹笋、林下菌菇于一

体的新型经济体，成为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

村民展示刚出土的“黄泥拱”笋

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在当前横街镇竹林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为了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助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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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大雷村通过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原本单一的竹、笋经济

模式转变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复合经济模式。同时，还致力于优化农业生

产方式，将单一的竹、笋生产转变为林上竹材+林下菌菇药材+土中鲜笋的立体、

生态、循环生产方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了农村大量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经过调研发现竹笋、菌菇采摘等劳动量小，但需要较多的劳动力，特别适宜

留守妇女和老人参与来丰富景区旅游。因此，将笋、菌菇采摘与处理作为就业岗

位，为农村留守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村里采取了多种思路和方法，与浙东大竹海合作，通过

村里和浙东大竹海的共同组织和管理，协调各个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村民的技术

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大雷村积极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利用线上自有 App 和线

下休闲旅游等渠道，推广和销售村里的产品，吸引了投资和市场需求。

三、项目创新性

大雷村采用复合经济模式和循环生产方式，实现了竹林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与传统竹林产业相比，该项目通过利用菌菇、竹笋采摘来解决农村留守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从而显著提高了农村就业率。此外，项目还通过整根利用毛竹，提高

了竹材的利用率，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一综合性的创新方法使得该项目在竹

林产业中独具特色，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具体成效

通过优化升级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实现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进而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水平。经过项目的推动，农村留守劳动力得到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从

而改善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此外，通过采用循环生产方式，有效减少了废弃物

的产生，对生态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该项目在社会效益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解决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仅提高了农村就业率，还改善了农村社

会的稳定性。村民通过参与项目，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了生活质量，增

强了乡村凝聚力。

此外，该项目在生态效益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循环生产方式，有效

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这种环保的经营方式不仅符合当地的生态需求，也

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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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农采挖竹荪

五、经验启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村里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优化升级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提

升，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保护生态环境。这种综合性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地区的产

业升级和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还意识到市场需求的重要性。通过线上自有 App 和线下休闲旅游等渠

道，能够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提高销售额和盈利模式。因此，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还需要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发

展。

根据实际体会，大雷村制定了未来 5年的发展目标与计划。大雷村计划逐步

扩大基地面积，增加村民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同时，村委将继续积极开展合作，

带动周边村户发展林下经济，进一步增加村民的收入。通过这些努力，大雷村将

实现村民增收和毛竹消化的目标，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横街镇大雷村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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