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本报报道的台州黄岩白鹭湾的蝶变故事让人难忘

浙江大地上，无数美丽乡村，正走出一条条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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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共
绘就“千万工程”如诗画卷

2003 年 6 月 5 日，浙

江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的“千万工程”拉

开序幕。二十年中，千万

工程不断升级拓展、更迭

生长。

从 2003 年到 2010 年，

这一阶段是“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万千村庄从人居

环境整治入手，环境变革

触发了生态变革；

到了 2011 年开始第

二阶段：“千村精品、万村

美丽”，美丽乡村的建设带

来了产业、文化和城乡重

构的变革；

2021 年起，千万工程

进入第三阶段——“千村

未来，万村共富”。

浙江大地上的各个乡

村，都根据各自具体情况，

逐渐形成了一村一策、一

村一品、一村一韵，贯穿

“千万工程”的始终是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的科学方

法。

这 20 年的奋斗，浙江

全省的1.97万个村庄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今年 7 月初，央视《新

闻调查》栏目就专门做了

一期名为《“千万工程”二

十年》的节目，节目中评

价，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

“三农”领域的先声。

“千万工程”
蝶变20年

“千万工程”
蝶变20年

“你去白鹭湾啊，去看墙上的画？”滴滴司机突然这样问我。

“是啊，你知道这个村子？”我有些好奇，这个村子距台

州高铁西站有三十多公里，车要开一个小时。

“知道，原来穷得很，后来村里房子上都是画，好多人去

看，周末去吃农家乐，车能堵到村外公路上。”

这位开了1.3万单的滴滴老司机，由衷地赞叹着：只要有

特色、有个性，就能吸引人来，村子就有钱赚！

是啊，钱江晚报曾在2021年初以《亮了一个绝招，靓了一个村

庄》写过台州黄岩白鹭湾村之前的故事。如今，记者再次走进这个村

庄，除了重温之前的故事，更多的是看到了现在的摸索和对未来的规划。

而浙江大地上的两万个村庄，不正是无数个白鹭湾吗，在这些年里，

摸索出一条条各具特色、成绩斐然的发展之路。

对，也许又可用那八个字形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夏盛品：
白鹭湾，我至少去了三十次

夏盛品最自豪的一件事，是过去十年

里，他跑了浙江1300多个村庄。

许多村子，他去了不止一次，而去得最

多的，便是这个位于台州黄岩宁溪镇的白鹭

湾村，“至少去了三十次！”

老夏如今是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设

计艺术学院的院长，但他和白鹭湾的联系是

从 2016 年开始的，和当地合作，想思路、做

规划、找人手，把出生于村里的版画家顾奕

兴以及友人们的众多作品，搬到村舍高高矮

矮的外墙上。

墙上的版画有两百多幅了，白鹭湾版画

村的名气已经越来越响，村民们更是早从最

初的拒绝、观望，到如今的支持、点赞。

夏盛品最近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村民

想在自家墙上开个烟囱，来问他会不会影响

墙壁上画的效果，“我说没关系，再规划的时

候，我在你家墙壁的画中也设计个烟囱，你

这烟一飘，还正有那种乡愁的感觉呢。”

村民放心走了，夏盛品想的则是，如何

更突出村子的整体感。

最近一次他来村里，绕着村子走，又觉

得可以增添不少细节，弥补之前的缺憾：这面

墙没画到屋顶，最上方空了一大块三角形，要

补上；那边的画前面怎么堆了一堆东西，拍照

不好看；还有，这个宁溪镇白鹭湾村白鹤岭下

文化礼堂里，得增加点版画村的元素⋯⋯

暑假里，他又在一个一个跑村庄，有时

一天要去四五个地方，“那些点子，其实都是

跑村子时脑子里蹦出来的。”夏盛品说。

顾志里：
现在，最想的还是“留人”

55 岁的顾志里，是白鹭湾村务工作领

导小组的副主任。这个在村子里忙了半辈

子的人，现在考虑的，还是怎么留住人。

当年白鹭湾除了种田没啥出路，村集体

一分钱没有，青壮年都出去了，他要留人。

如今，村里出名了，很多人都回来了，他

现在想的“留人”，是要让来村里玩的人多在

村里留一些时间：“留住人，才能多赚钱。”

记者去采访的那个周末，白鹤岭下文化

礼堂里就有一场文学沙龙活动；而村里曾有

统计，一年有五万人次的游客量，“别说五一、

十一这样的假期了，就是周末，到村里来的

车子，也在马路边停得到处都是。”

现在村里农家乐就有七家，大一点的一

家能开十桌，还不包括翻桌。很多时候，村

里很热闹，也有些乱。

如今的喧嚣之中，顾志里却一直在想，

村子有两百多幅画，怎么走，是不是要弄个

地图；每幅漂亮的画前面，怎么拍照最好看，

是不是要弄个“地标”⋯⋯“细节，细节也很

关键。”五十来岁的他，有些词语也很时髦。

采访中，他一直问我，怎么样宣传白鹭

湾，能让更多的人走进版画村。我说现在最

火的是拍视频、发小红书。

老顾晃晃手里的手机，“我这样的年纪，

再学发什么小红书，难啊。”但他随即笑了

笑，总会有办法，毕竟村里有那么多年轻人。

陈静：
未来，将给你一道多选题

32 岁的陈静，是白鹭湾所在的宁溪镇

的农业副镇长，他的办公室在一个颇为拥挤

的四人间里，最靠里是他的座位，一堆堆的

文件、报告、规划，还有放在文件筐最上面的

一本《乡土中国》。

他说自己是工科生，所以一直在补这方

面的知识，看完书的最大感受，“也许是更能

理解农民和土地那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吧。”

他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土木专业硕士，

当副镇长已两年，建筑结构大概已经生疏，

但镇里各个村子发展的架构越来越清晰。

在他的思路里，是各个村子联起手来

——在白鹭湾，你可以看版画村，可以吃水

库鱼农家乐；附近的山上，将有露营基地，隔

壁村还有房车基地；再多走上几公里，可以

去乌岩头村，那里有古村落，有高端民宿；再

走十公里，就是以采摘出名的村子，如果还

想看看水库，还可以⋯⋯

“也许白鹭湾村你只能逛一两个小时，

但我们以后给你的，将不止一个白鹭湾村，

是一道选项丰富的多选题。”陈静信心满满。

现在，许多选项已成现实，许多选项正

在完善，而一幅更美丽的乡村画卷，正在不

断添加各种色彩，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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