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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材料图书馆不远处，有一家

今年新开业的茅草园农庄，大宅门、江南园林

式的建筑风格，让小山村的档次一下提升了

不少，一开业就生意火爆。

“这里的园林小品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边

琢磨边打造，每棵树、每块石头都是自己精心

挑选的，花了不少心思。我就想着能给来这

里的客户提供一个安静、精致、有家园感的环

境。”茅草园农庄负责人王剑说。

两年前，80 后土生土长的王剑卖掉了在

杭州的两处房产，回归乡村开启创业计划。

茅草园农庄占地近60亩，按照王剑自己的规

划，今后这里将会有民宿、采摘园、垂钓鱼塘，

以及农产品批发等。目前，除了餐饮区块对

外营业外，其余项目正在推进中。

“开张不到半年，我们餐饮的销售已经突破

百万了，这还是在没有做宣传推广的前提下，我

相信乡村旅游还有更大潜力。”王剑说。

依山傍水的青山村不仅引来了本塘小伙的

回归，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青睐。2017年底，

印力集团投资的大马湾农业休闲旅游观光园项

目落户青山村，将以打造精品生态度假项目为

主，结合农业休闲旅游观光，开启乡村之旅。

“下车是水库、民宿，往后是古村落和青

山、古道，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村里都有。”对

未来，俞祖根显得信心满满。

目前，青山村已培育民宿3家、农家乐近

10 家、农庄 1 处、竹制品工坊 2 家。美了村

庄，富了村民，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变的路

子越走越宽广。

生态+开发：美丽乡村带动美丽经济

前有石扶梯水库碧波微澜，后有王位山

竹林幽幽藏古道，交错排布的农居白墙黛瓦、

庭院整洁清新。

很多初到青山村的人，都对这里的美印

象深刻。

作为黄湖生态环境最好的村，青山村近

年来致力于打造共创共享的“青山模式”，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乡

村振兴之路走得风风火火。

青山绿水 共创共享
解读美丽乡村的“青山模式”

去年开始，青山村的每名党员，通过党

员联户，都和村里的 6-10 户人家“结上了

对”，帮助他们搞好美丽庭院、门前三包和

垃圾分类。16 名党员还当起了“路段长”，

负责消除两边的视觉污染和乱堆乱放。“打

造清洁家园是大家的事情，但是我们共产党

员应该带这个头。”党员代表沈雪富说，希

望通过党员冲在前面，带动更多人响应，做

优美丽环境。

阮永良是最早响应号召的农户之一。

阮永良的家坐落于石扶梯水库边，位于

青山村石扶梯区块的入口，在青山绿水的映

衬下，这幢别致的小楼分外秀美。去年，他家

房子被村里选为立面整治“样板房”，并在全

区的“美丽乡村”样板房考核中名列榜首。

白墙黛瓦、仿古木窗框、古色古香的门

楼⋯⋯整治完成后，这座有着近 30 年历史

的 3 间 2 层老房有了焕然一新的“容颜”。

阮永良说，“跟老房比，现在的房子变化太

大了，真当漂亮。”现在，他常常在朋友圈发

自家房屋的美图，“点赞的人特别多，都羡

慕我能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村委书记俞

祖根看到了，也把其中一张照片设置成了自

己的微信头像。

不仅是阮永良家，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的推进，青山村石扶梯区块近30户农家都有

了自己的“高颜值”。以“久临静舍”民宿为代

表，结合古宅、古道、竹林、水库等优势资源，

“未来这里将是黄湖的精品民宿带”，俞祖根

说。

从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干，到现在的全民

参与；从村委周边农户召开“美丽庭院”动员

会，到现在家家户户整理庭院，积极参与“美

丽庭院”评比⋯⋯青山村“美丽建设”的成效

有目共睹：它不仅是余杭第一批美丽乡村精

品村，更是在 2017 年 5 月、6 月、7 月连续被

评为余杭区最清洁村。

生态+党建：
清洁家园靠大家

“要把黄湖这种‘生态+’的‘青山模式’

作为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广，让

更多的中国乡村通过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带动绿色产业发展。”

这是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马强

在调研龙坞水源地保护项目、中国传统材料

图书馆中国传统手工艺项目、大马湾精品生

态度假项目后表达的一番期许。

今年 4 月，中国传统材料图书馆迁址青

山村，经过设计师们的精心打造，废弃的大礼

堂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家研究和传承国内传统

材料的图书馆，来自国内外的50余名设计师

和艺术家扎根“青山”，研究中国传统材料，构

思、创作艺术作品。

龙坞水库是黄湖镇内最大的水库。在探

索水环境治理和村民增收相结合的道路上，

青山村也走在了前列。2015 年 5 月，北京大

自然保护协会将它作为全国第一个小水源地

保护试点地，并联合万向信托等创建了国内

首个水基金信托——善水基金 1 号，来运作

小水源地保护项目。2016 年 3 月，这里正式

成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公众自然教育基

地，有效地控制水源地内竹林的农药、化肥使

用，让竹林处于最好的水源涵养状态。使用

基金信托的水源地保护管理模式，“光是国内

外的游客前来旅游、参观，每年就能带动经济

增收约30万元。”俞祖根谈到这个项目，也是

满脸的笑意。

“绿水青山是宝，这句话讲得再有道理不

过了。”不少村民都说，“村里环境好了，外面

的好项目才进得来。”他们也不曾想到过，看

似“高大上”文创产业会出现在自己村里，“以

后这里肯定还要热闹哩。”

生态+治理：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金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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