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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沪杭高速公路大云出
口处南端的浙江嘉善县缪家村，扑
面而来的是鲜花争艳，林木青翠。

“村在景中，景在村中”，传统
意义上的村庄与景区的概念在这里
浑 然 一 体 ， 村 民 们 说 ， 环 境 变 美
了，旅游发展了，这两年到村里景
区的游客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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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温泉、花田、水乡、农庄、婚庆⋯⋯用这

些 词 可 以 概 括 的 是 642 公 顷 村 域 面 积 、

3700 余户籍人口的缪家村 。不过，上世纪

90 年代，江南水乡的缪家村还是嘉善县的

31 个贫困村之一，村集体可支配资金不足

5 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1000 元。

面对人均耕地少、土地分散的窘境，缪

家村从探索土地集中经营开始，把农民分

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在此基础

上，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适度发展规模

经营，推进现代农业。

潘菊明是“碧云花园”的创办人，原先

在村里办服装企业 。2001 年，正当服装事

业蒸蒸日上时，他毅然投身生态农业，建起

了嘉兴碧云花园有限公司。如今的碧云花

园是缪家村的一颗明珠，成为集花卉生产、

休闲观光、商务接待为一体的生产型生态

休闲农业园，每年的花卉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元。

在碧云花园“示范”下，拳王休闲农庄、

森林亚洲、云庐休闲园等一个个美丽的休

闲农庄在缪家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与此同时，缪家村将生态建设纳入全

村发展整体规划，改建道路，提升绿化，改

善村庄环境，增设旅游配套设施，并统一规

划优质水稻种植、生态水果采摘、特种水产

养殖、精品花卉培育等农业功能区。

“村域景区化，景区全域化”农耕变体

验、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休闲农业、观

光农业、展览体验⋯⋯为特色农业打开了

发展的空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缪家

村就此打通“美丽经济”的转化通道，走上

了乡村振兴的新路。

如今，缪家村区域内就有两个国家 4A
级景区，形成了以碧云花园、十里水乡、文松

氧吧等一批富有浓郁地方特色、产业特色的

农村休闲旅游项目，拥有以温泉度假、水乡

观光、花田景观、休闲农庄等为特色的旅游

线。小桥流水、田园村舍，如世外桃源般原汁

原味的乡村生活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深耕美丽乡村，共享乡村振兴。美丽的

乡村风景，不仅把度假区般的美景带到了村

民身边，也为村民们带来丰厚的收入。2020
年，缪家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350 余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则超过 5 万元。今年元旦，

缪家村还首次以现金形式将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集体股份分红发放到村民手中，去年发

放的村民福利累计总额近 400余万元。

村民们也早已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

天 ”的 谋 生 方 式 ，纷 纷 转 型 为 新 型 职 业 农

民、产业工人。客栈、民宿、农家乐⋯⋯越来

越多的村民回村创业就业。58 岁的冯青曾

在缪家村村委会做了近 20 年的组织工作，

她说，许多村民都有了养老金、土地租金、

房租租金、打工工资等多项收入，“日子过

得有声有色，越过越红火。”

走在缪家村，农村新社区整洁舒适，天然

气接到每家每户，水、电、有线电视等都实行

了地埋式管理，医务室、老年活动室、图书室、

棋牌室、乒乓室等各类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公交车站就在家附近。”冯青说，休闲

的时候，可以到村图书馆翻翻自己喜欢的

书，或到村民广场跳跳舞，村里不仅有全免

费的五星级养老中心，每年还邀请上海专

家来村里为老年人会诊，为空巢老人提供

送餐、助医、清洗衣被、理发等服务，“足不

出村，就能享受城里人的生活。”

“让农业更强，让农村更美，让农民更

富。”村党委书记陆荣杰说，缪家村的目标

就是要让城里人羡慕农村人，让农村人羡

慕缪家村人。

生态之省“点绿成金”

事实上，不只是缪家村。镶嵌于碧水青

山之间，今天的浙江，一座座美丽城镇、一

处处美丽乡村与山水田园和谐共生，成为

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因地处天目山余脉余岭而得名的湖州

市 安 吉 县 余 村 ，是“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理念的发源地。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余村考察，并首次提

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徜徉在今天的余村，满山翠竹摇曳，绿

意直抵心间。从寻回绿水青山开始，余村变

“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从“卖石头”到

“卖风景”，其绘出的生态画卷、开启的“美

丽试验”，让这个浙北的小山村成了兼具生

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和田园观光区的国

家 4A 级景区、全国文明村、宜居示范村。依

托优美自然环境发展的休闲度假、运动探

险、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等综合业态，不断

延伸的产业链，让这个小山村走上了“绿、

富、美”的康庄道。

去年，余村接待的游客就有近百万人

次，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

达到 724 万元和 5.6 万元。

蜕变的余村，成了浙江农村时代变迁

的缩影。

不 只 是 余 村 。近 年 来 ，为 擦 亮 生 态 底

色，浙江先后实施了“811”环保行动、“千村

示 范 ，万 村 整 治 ”、“ 四 边 三 化 ”、“ 三 改 一

拆”、“五水共治”等一系列行动。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持

续铁腕治污，精心呵护环境，让浙江大地由

“脏”到“净”、由“净”到“清”、由“清”到“美”

持续蝶变，生态底色越来越靓，生态资源则

变成了生态“资本”、生态“红利”。

有着“中国水晶之都”之誉的浦江县，

在 2013 年打响浙江“治水第一枪”后，关停

污染水晶加工户 1.9 万余家，拆除违建 595
万 平 方 米 、水 晶 加 工 设 备 9.5 万 台 。曾 经

85%以上县域水体受污染的浦江，如今 51
条支流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生态环

境的公众满意度从连续多年全省倒数第一

到连续 4 年排名全省前五、金华全市第一。

治 水 不 仅 治 出 了 绿 水 青 山 ，“ 绿 水 青

山”的反向赋能，也让浦江收获了巨大的发

展“红利”。借治水之势，浦江持续推动旅游

业和农业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转化发展

优势，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

开 起 了 农 家 乐、办 起 了 民 宿 。仅 今 年 一 季

度，乡村旅游就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超 1000 万元。全县 227 个行政

村中，有 107 个村年总收入达到 20 万元、经

营性收入超 10 万元。

曾经的矿业大县长兴县，是长三角的重

要建材供应基地，长年的开采给长兴留下了

300多座废弃矿山。近年来，长兴以全国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建设为契机，通过废弃

矿山综合治理利用，推动矿地资源向林业

资 源、耕 地 资 源、土 地 资 源 和 旅 游 资 源 转

化，打造了以龙之梦为代表的一批生态治

理项目，曾经的矿坑被改造成为景观水面，

污 水 横 流 的 废 弃 矿 山 如 凤 凰 涅 槃 变 身 桃

花、流水、青山、白鹭，长兴也成为全国闻名

的花园城市、国家生态县、国家园林县城。

地 处 浙 北 的 湖 州 ，从 2005 年 到 2020
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从 908 万人次增

加到 1.3 亿人次，旅游经济总收入从 54 亿

元增加到 1529 亿元，增加了约 27 倍，成为

全市首个突破千亿元产值的主导产业。

不断探索的“两山”转
化新路径

在浙江丽水，贴有“丽水山耕”标志的

农产品，市价平均提升 30%以上。“溢出的

部分是‘生态’附加值。”丽水市发改委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通过基地直供、检测准入、全

程追溯等标准建设，目前丽水农业公用品

牌“丽水山耕”已经建立合作基地 1122 个，

形成菌、茶、果、蔬、药、畜牧、油茶、笋竹和

渔 业 等 九 大 主 导 产 业 ，累 计 销 售 额 超 过

130 亿元，品牌估值达到 26.6 亿元。

品牌化、规模化、电商化，组织协作、专

业分工⋯⋯通过市场运作，丽水让条块分

割、自给自足、逐渐边缘化的“小农经济”，

变成奇货可居的“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在浙江，不

断探索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多管齐

下拓展“两山”转化的通道，实现生态与发

展的互促共进。

不仅如此，不少地方还设立“两山”基

金，组建“两山”银行，培育“两山”公司，推

出“ 两山贷 ”“ 生态贷 ”“GEP 贷 ”等绿色金

融产品，实现生态产品的可定价、可交易。

作为全国 33 个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

验区之一，丽水还在全国率先推动生态公

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林地地役权补偿收

益权质押及“村级互助担保+林权反担保”

等模式。据悉，到 2020 年底，该市三类模式

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就达 1.13 亿元。

在绿水青山怀抱中的景宁畲族自治县

大均乡，全乡森林覆盖率 89.1%、出境断面

水质为国家 I 类标准，“两山夹一水”的特

殊区位，让大均乡成为远近闻名的城市“后

花 园 ”，村 民 也 从 砍 伐 树 木 为 生 到 封 山 育

林、保护环境，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乡里

接连打造了伏叶花卉产业园、畲画馆、水域

救援基地等一批生态旅游项目，持续带动

农民增收和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与此同时，浙江还突出政策、金融、人才

支点，撬动乡村“二次开发”，吸引各类生产要

素向乡村流动、在乡村整合、为乡村服务。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探索市场化的生态保护体

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

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绿水青山的产权制度、

保护制度、交易制度，建立林权、水权、碳汇

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各类产权交易平台，

通过开展市场交易，促进了生态红利的进

一步充分释放。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浙江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52397 元，比上年增加 2498 元，

首次踏上“5 万元”台阶，居全国各省（区）

第一 。同时，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续 20 年全国第一，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连续 36 年全国第一。

□ 王汖石

欧式风格的厂房，徐徐转动的风

车，四处弥漫的香甜巧克力味道⋯⋯

一片欢声笑语中，年轻的妈妈陪着宝

贝学做巧克力，游客在品尝各种新奇

口味的巧克力。

这 不 是 巧 克 力 故 乡 意 大 利 贝 鲁

加 ， 而 是 浙 江 嘉 善 的 歌 斐 颂 巧 克 力

小镇。

小 镇 的 创 始 人 莫 雪 峰 ，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嘉 善 人 ，85 后 ， 一 位 从 美 国

波 士 顿 大 学 学 成 归 来 的 金 融 经 济 学

硕士。

因为十分喜爱吃巧克力，在国外

留学时，他走遍欧美，遍访了全球的

知名巧克力工厂。最终，学成归来的

莫雪峰把这些感动他的“甜蜜”带回

国，打造成梦想中的巧克力小镇。

莫雪峰说，初衷其实很简单，自

己喜欢巧克力，也想把这种美好的甜

蜜 分 享 给 更 多 人 。“ 推 广 巧 克 力 文

化，生产国内最高品质的巧克力，同

时传播开心乐观的生活态度。”

2011 年 ， 在 当 地 政 府 的 引 导

下，巧克力工业旅游项目正式立项。

工业旅游发端于国外，以展示工

业遗存、讲述工厂故事、带动产品销

售为主要形式。但在歌斐颂巧克力小

镇，莫雪峰发掘了工业旅游更深层意

义 。 他 说 ， 旅 游 不 是 工 业 的 “ 副 产

品”，在小镇可以了解一颗可可豆到

成品巧克力制作的每一道工序，以及

巧克力的每一段进化史。

为 了 生 产 国 内 最 高 品 质 的 巧 克

力，莫雪峰带着团队从各地采购最好

的 原 材 料 ， 包 括 西 非 和 南 美 的 可 可

豆、新西兰和美国的奶源、美国加州

的扁桃仁、土耳其的榛子，在瑞士实

验室探索出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巧克

力配方，投入 2 亿元引进国际一流的

生产设备，建成了世界顶级的巧克力

生产流水线。

2014 年 2 月，巧克力生产线正式

投产。莫雪峰把小镇推出的第一个巧

克 力 品 牌 命 名 为 歌 斐 颂 。“ 歌 斐 颂 ”

源自拉丁语，意为“挚爱”。

目 前 ， 歌 斐 颂 巧 克 力 小 镇 是 亚

洲 最 大 的 巧 克 力 特 色 旅 游 地 ， 也 是

国 内 首 家 集 巧 克 力 生 产 、 研 发 、 展

示 、 体 验 、 休 闲 度 假 于 一 体 的 巧 克

力 工 业 旅 游 与 主 题 乐 园 相 结 合 的 特

色旅游产品。

莫雪峰说，现在呈现在眼前的只

是巧克力小镇的一期。在他的理想蓝

图中，小镇规模宏大，包含了“两大

引擎，五个板块”，要以工业旅游和

儿童研学教育为脉络，包括巧克力生

产、巧克力文化交流、休闲体验、儿

童教育、农业生态以及生活度假。总

投资 9 亿元，规划用地 430 亩。

莫雪峰介绍，小镇在规划设计和

发 展 理 念 上 借 鉴 国 外 “ 好 时 小 镇 ”

“雀巢工厂”等工业旅游模式，并结

合 国 内 市 场 加 以 创 新 ， 从 一 般 性 的

工 业 旅 游 拓 展 为 巧 克 力 工 业 旅 游 与

巧 克 力 主 题 乐 园 相 结 合 的 旅 游 景 区

产品。

作为国内首家、亚洲最大的巧克

力特色主题乐园，歌斐颂巧克力小镇

在 2015 年入选浙江省首批 37 家服务

业 特 色 小 镇 。 开 园 短 短 几 年 ， 这 个

“无中生有”的巧克力小镇已接待游

客超过 200 万人次，带动巧克力销售

突破 1 亿元，俨然成为国内玩转工业

旅游的新标杆。

事实上，这里不仅仅是小孩子游

玩的乐园，也是青年追求浪漫、拍摄

婚纱照的基地。

莫雪峰说，在小镇，除了能亲手

制作和品尝美味的巧克力，还能感受

到世界各国的巧克力文化，这里有源

自南美洲的纯正巧克力；从瑞士引进

的最先进巧克力生产线；欧式风情的

小镇建筑；与科特迪瓦合作培育的可

可森林，以及由美国、韩国设计师精

心打造的乐园风格和来自比利时的顶

级巧克力大师⋯⋯

如今，小镇推出的第一个巧克力

品牌——歌斐颂，已经遍布以华东为

核心区域的 3 万多家门店、商超、便

利店；线上入驻了传统电商平台的同

时，拓展了其他新兴社交电商平台；

进入婚庆市场，也从华东一域走向了

全国。

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莫雪

峰及其年轻的团队依旧激情满怀，创

新小镇的发展模式和建设内容。“我

希望自己一手打造的这个巧克力小镇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最 好 的 。” 莫 雪 峰

说。如今的他还是团嘉兴市委员会副

书记 （兼）。

浙江：青山依旧在 金山多起来
王汖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纪念碑。余村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其探索的绿色发展新模式，也成为探究中国生态文明的样本。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始建于元末明

初。近年来，四都乡对乡村传统民居等闲置资源活

化利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文化创意等

新业态。吸引 200 余名村民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图

为开设在陈家铺村的南京先锋书店。

巧克力小镇
的甜蜜事业

风车，花海，粉色的沙滩，歌斐颂巧克力小镇举办 2021 七彩风车粉色沙滩旅游节，让游

客探索浪漫与甜蜜。

在 歌 斐 颂 巧 克 力 小 镇 的 “ 小 小 甜 品 师 ”

体验区，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自己的

巧克力产品，探索香甜的巧克力文化。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