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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浙江省义乌市区直线距离不超过 15 分钟车程的

乡村，沿路有美景，处处是画卷。漫步在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

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一边是树绕村庄、水满陂塘，是抬头

见山的生活热土；一边是创客空间、共富市集，是近悦远来的

创业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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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现在村里一步一景，人气满满，过

去可是公认的‘水牛角村’（意为‘看不到发展

希望’的穷村庄）。”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感慨地说，20 多年前，进村只有一条羊肠小

道，村里都是泥路，房子乱、环境差，别说外人

不愿来，村里人都留不住。

▶▶▶“千万工程”展新颜

村里的老人回忆，那时的李祖村口有个

小水塘，村民们经常去水塘里洗拖把、刷马

桶，既不卫生，也存在安全隐患。村里的路

都是坑坑洼洼的。水塘净化、危房改造、道

路硬化等问题迫在眉睫。2003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简

称“千万工程”）。

随着“千万工程”深入实施，李祖村以

整治村口“臭水塘”为突破口开展水体治

理，清理底部污泥，净化池塘水质。启动道

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

环境优化“小五化”建设，为连通城区的道

路铺上水泥，开展管线综合治理，增容布点

近 10 台变压器。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昔日

浑浊的水塘变成雅致的生态洗衣房；令人头

疼的垃圾分类难题，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与

执行，有了显著改善；住房困难户、危旧房

拆迁户们搬进了舒适的小高层。在“千万工

程”的引领下，李祖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等荣誉称号。

2017 年，在“千万工程”建设美丽乡村的

第二阶段，义乌市委、市政府整合国资力量，

差异化打造周边 10 条各具风情的美丽乡村精

品线，“长藤结瓜”式串联沿线重点村。作为

德胜古韵精品线上的重要节点，李祖村抢抓

机遇，规划 5 公里诗画骑行线，建设游客服务

中心和停车场，安装导览系统指示牌。日益

优化的基础配套设施，为“国际文化创客村”

的蓬勃发展打下基础。

▶▶▶党建引领谋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李祖村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带动村美业

兴民富。如以党员“十二分制”管理办法为主

要抓手，在美丽庭院建设、路面广场改造等工

程中，村内党员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政治

自觉冲锋在前，以奋进姿态赢得村民的支持

与行动，走出一条“重党建、合力强”的路径。

2018 年底，为吸引城里人来村里游玩，

李祖村两委提出在村里开一家农家菜餐厅

——豌荳花餐厅，得到了 28 位村民的积极响

应。大家众筹 50 万元开办了这家餐厅，一开

业就很红火，仅半年就收回了成本，并给大

家分了红。之后每年餐厅都要进行一次分

红 ， 多 则 五 六 十 万 元 ， 少 则 一 二 十 万 元 。

“ 今 年 是 分 红 最 多 的 一 次 。” 2024 年 2 月 4

日，看着从餐厅领到手的现金，股东方晓生

心里美滋滋的。

从 2019 年开始，义乌市政协多次视察李

祖村，推动美丽乡村示范县争创工作，建议

李祖村加强项目招引，吸引一批优质众创团

队入驻，充分展现国际化、创意化、产业化

的农村双创场景，激发乡村众创活力。同

时，义乌市政协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打造美丽乡村精品线、焕发乡

村文化魅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助推共同

富裕等方面报送调研报告 16 篇，强调中国众

创乡村是义乌的特色，提出要发挥自身优

势、找准市场定位、推广众筹众创模式、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建议 80 余条。

▶▶▶千万创客助共富

2020 年，金华市政协委员、浙江子云乡

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靖，以职业经

理人身份入驻李祖村，负责整村招商、运营

和推广。之前，金靖与她的团队已成功运营

大陈小集等公共区域品牌。李祖子云乡遇团

队推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从 2019 年 50 万

元跃升至 2023 年 356 万元。

金靖来到李祖村后，马上梳理村里面临的

发展问题：“一是创客留不住，李祖村原本有

二三十名创客，等我们进村时只剩 10 位左右

了；招商招不进来，以前都是用‘求爷爷告奶

奶’的方式去请人家进来；游客不多，偶尔能

在村里看到三三两两的游客；村集体经济不

强，当时的整体收入还不到50万元。”

重建创客空间，搭孵化平台是金靖破局

李 祖 村 发 展 难 题 的 第 一 步 。“ 你 们 只 管 绽

放，我们来负责阳光和雨露。”这是金靖团

队跟创客说得最多的话。之所以有这样的底

气，是因为他们通过打造孵化器找到了各式

各样的好“种子”、好“苗子”，把这些好

“种子”、好“苗子”招引到乡村后，会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不管是开展活动，还是

借助自身特长，抑或整合资源，只要是创客

所需，金靖和团队都会想方设法去满足。

筑好“巢”才引得来金凤凰。“这里天

地广阔，装得下肉身和灵魂”“入，是美好

事业；出，是诗意乡野”创意十足的招商海

报一经发出，便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以“年轻化”“多业态”为发展重点，

金靖招募新村民，改造建筑、设计墙绘、布

局集市，打造创客空间，让年轻创客“拎包

入驻”，通过他们带动本村村民共同创业。

截至目前，为李祖村引进 62 个业态，吸引了

235 名农创客和青年乡贤扎根，为乡村带来

了人气、商气和财气。

在“南瓜家糖水铺”品尝现熬现煮的糖

水，在“沙漠的染坊”缝制扎染手工艺品，

在“乡恋学堂”体验非遗项目，在“妈妈的

味道”尝一尝地道小吃，在“雾也农场”感

受微风吹过，在“十亩时光·共享营社”与

好友烧烤，在“生机花园农场”采摘新鲜蔬

果……

“这是个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有很

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空间。”2021 年，来自

中国香港的陈诗丽、中国台湾的殷茗琪等学

生，跟着导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

院院长胡钰来到义乌调研，李祖村是他们的

最后一站，给他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在导

师的鼓励和支持下，这群清华学生租下一幢

闲置老屋，开始打造他们梦想的复合型文化

空间——Pure Life 蒸馏器。“蒸馏器”的运

作很成功，如今每天都有游客慕名而来。

感觉时间突然慢了下来，正如村里那面

特色 logo 墙上写的——“李祖慢时光，安放

热爱与理想”，这是李祖村的发展定位，也

是村民们的生活态度。

义乌市政协委员、时任后宅街道副书记

吴晓岗介绍说，李祖村联合创客打造了“有

礼的祖儿”村庄 IP，让村庄实现了品牌资源

化，产生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李祖村

还开发了“有礼的祖儿”小程序，策划“礼

文化”研学课程，举办共富市集、共富村晚

等各类精彩活动。此外，李祖村还结合“有

礼分”积分体系和“两问大家访”制度，有

效推进乡村善治。有了“现代+创意”的加

持，“有礼”文化频频出圈。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祖，有足不出村就

能买到全球好货的进口商品馆，还有只卖西

班牙火腿的“老何直播站”……“义新欧”

中欧班列的身影清晰可见，实现了创客文化

与义乌商业基因的有机融合。“买全球，卖

全球”，全球好物在此集聚，全场有 400 多种

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法

国、西班牙等国的各类商品，在一个小村庄

可以品尝到多个国家的味道。

为 进 一 步 破 解 创 客 人 才 和 项 目 成 长 难

点，李祖村启动农创园建设，推出集创业

指导、产业孵化、电商培训、金融法律服

务等功能为一体的“众创空间”。“有礼的

祖 儿 ” 创 客 小 程 序 也 上 线 了 “ 乡 遇 李 祖 ”

栏 目 ， 为 新 农 人 提 供 场 地 预 约 、 包 装 指

导、政策扶持等服务。成长在村内的创客

人才，正用他们的理想与热爱，讲好新时

代的李祖故事。

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截

至 2023 年底，李祖村农创客队伍累计带动村

民人均增收 3000 元。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 356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 万元。

“共富样本”背后的二十年之功，是李祖与

创客的双向奔赴，是“千万工程”创新迭代

的生动缩影。

茶原产于中国，从云贵高原到闽浙群山，这些南方

山地丘陵是最适合种植茶树的地方。福建素有“八山一

水一分田”和“东南山国”的美称，也是最早种植茶叶、

茶类最为齐全、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茉莉花则原产于古罗马帝国，喜温暖湿润，喜光不

耐阴，土壤以含有大量腐殖质的微酸性砂质土壤为最

适合。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闽

江横贯其中，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环抱。山地丘陵地

区土壤经过雨水的淋溶作用呈酸性，尤其适宜于茶树

生长。在冲积平原和河口地区，土壤以微酸性或中性的

砂壤土为主，土壤肥力高，通气排水性能好，适合茉莉

花生长。同时茉莉有着极高医药价值、芬芳的香气和纯

白的颜色以及“莫离”的谐音，使茉莉被赋予了美好的

寓意和象征，也让茉莉花融入城市的记忆里，更绽放在

市民的生活中。1985 年，经福州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茉莉花被确定为福州市花。

从汉朝到宋朝，经历了大约千年的时间，茉莉花与茶

就在福州这方水土上比肩生长，位于半山腰的片片茶园，

与山下溪流沙洲上的茉莉花园彼此对望。于是，东方的

“茶”与西域的“茉莉花”就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茉莉花在中国扎根并被精心种植的

时期，也正是茶在中国迅速成为时尚的时期。于是，人

们发明了窨制技术，将茉莉花蕴含的香气融入到茶叶

之中，变成醇香的茉莉花茶，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花香和

茶味的享受。这一被誉为“春天的味道”的茉莉花茶，就

成为福州人、福建人乃至中国人的一张浪漫的名片代

代相传，茉莉花茶曾一度是中国出口海外的重要农产

品。2011 年，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福州“世界茉莉花茶

发源地”称号。

茉莉花茶的制作，积淀了福州数十代人的智慧。它

是用鲜茉莉花与茶坯混合窨制而成的茶品种，不同于一

般的直接以花作为浸泡物的花草茶，而是在窨制后将花

剔除只保留茶。因此，成品茉莉花茶见茶不见花，既具有

茶叶的爽口浓醇之味，又具鲜花的纯雅清香；既保持了

茶叶的苦甘凉功效，又有茉莉花消胀气、温中和胃的作

用，融茶与花保健作用于一身。创于宋、成于明、盛于清，

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的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于 2014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作为“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好的茉莉花茶，不仅取决于窨制工艺，更取决于茶与

茉莉花种植的生态地理条件和茶园与花园管理技艺，是集

品种资源、农耕技艺、田园景观于一体的复合系统。福州茉

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于2013年被原农业部公布为首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于 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靠近海洋，加上城区有水量丰富的闽江流过，

水运交通十分便利，福州不仅成为历史上最早拥有贡

茶和贡茶种类最多的地区，而且将凝聚东西方农耕文

化智慧的茉莉花茶送到世界各地，使“中国春天的味

道”享誉世界。

2014 年 7 月，福州市与法国勃艮第大区签署农业

文化遗产合作备忘录，成为率先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

农业文化遗产“结对子”倡议的遗产地。

千百年来，福州人与茉莉为伴、以茉莉为业，茉莉

花曾绽放于闽江两岸。这一盛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受

到了极大的冲击。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并不是要我们回到过去，但可以

使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研究表明，在河流两岸的平原和

沙洲种植茉莉，可有效降低雨水对河岸沙质土壤的直接

冲刷，有效减少水土与养分流失。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

中，在适当地区种植茉莉，不仅具有生产功能，更有生态

和文化、景观功能。在帝封江等处建起的茉莉花主题湿地

公园，不仅为市民提供了共享绿色空间，还有助于坚定文

化自信、深入挖掘遗产价值，从而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活

态保护、动态传承、常态弘扬。

福建福州：

中外农业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全国政协委员 闵庆文

本报讯 （记者 李元丽） 7

月 12 日 ，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2024 年 全 国 夏 粮 生 产 数 据 显

示，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8 万

吨 （2996 亿斤），比 2023 年增

加 362.7 万吨 （72.5 亿斤），增

长 2.5%。 其 中 小 麦 产 量 13822

万吨 （2764 亿斤），比 2023 年

增 加 365.8 万 吨 （73.2 亿 斤），

增长 2.7%。2023 年，受河南等

地 严 重 “ 烂 场 雨 ” 天 气 影 响 ，

夏粮单产下降明显，今年强力

反弹，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

供有力支撑。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的 1/5

多，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生产

开了个好头。去年以来，我国

启动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行动，粮食增产重心

转 移 到 大 面 积 提 高 单 产 上 来 ，

各 地 稳 面 积 、 提 单 产 两 手 发

力。加之今年苗情长势好，麦

收期间大部分天气较好，生产

主体抢农时抓进度，各地农业

农村部门强化工作落实，共同

换来了丰收的局面。

全国夏粮增产72.5亿斤实现“开门红”

““水牛角村水牛角村””的蝶变密码的蝶变密码
——浙江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浙江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变形变形””记记

余超 本报记者 鲍蔓华

本报讯 （记 者 李 元 丽）

无论春种还是秋播，走进农田

常常能目睹农业无人机振翅而

来，已经成为乡村产业发展中

较 为 常 见 的 场 景 。 数 据 显 示 ，

在农忙季节，中国农田上空一

天要起落超过 200 万架次的无

人机，无人机已成为中国农田

管理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

具。

《农 业 无 人 机 行 业 白 皮 书

2023》（以下简称 《白皮书》）

数据显示，农业无人机 75 亿亩

次的作业量，累计节约用水 2.1

亿吨，这相当于 3.9 亿居民一年

的饮水量；减少碳排量 2572 万

吨，等同于 12 亿棵树一年的固

碳量；还减少农药 （折百） 使

用量 4.7 万吨。

《 白 皮 书 》 显 示 ， 截 至

2024 年 6 月，大疆农业的无人

机保有量已超 30 万台，全球累

计作业面积突破 75 亿亩次，覆

盖 中 国 1/3 的 农 业 土 地 面 积 ，

累计培训 6000 名农业无人机教

员、30 万农业无人机飞手，惠

及数亿农业从业者。

农业无人机作为我国高科

技 和 新 质 生 产 力 代 表 ， 未 来 ，

必将成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

业生产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2023）》发布

李祖村一景李祖村一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

务 ， 是 农 民 群 众 的 深 切 期

盼。党的十九大首次部署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农村

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但整治

仍需持续推进，尤其是整治

过程中系列措施同农村群众

生 产 生 活 之 间 的 矛 盾 。 近

日，有的地方对蔬果种植、

畜禽养殖等问题采取“一刀

切”禁止，亟须引起关注。

全 国 政 协 委 员,贵 州 省

六盘水市钟山区区委常委、

区委办主任杨松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一刀切”反映

了一些地方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基

层治理能力亟须提升。鸡鸣

犬吠、果蔬自产是农村生活

的重要组成，也是很多人向

往的农村田园图景，“一刀

切”既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公

信力，也影响了农民群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断不可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片面

强调环境美化，而要因地制

宜，统筹好“公务”与“农

务”的关系。

杨松以贵州省六盘水市

钟山区举例道，近年来，在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方面进行

了诸多有益探索。如，钟山

区 以 贵 州 省 加 快 “ 四 在 农

家 · 和 美 乡 村 ” 建 设 为 契

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创建“四在农家·和

美乡村”示范村寨，根据村

寨实际情况制作“一图一表

一 说 明 ”， 即 村 域 规 划 图 、

近 期 建 设 项 目 表 、 规 划 说

明，通过明确边界、规范建

设、统筹规划公共服务设施

等措施，示范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再如，钟山区大

湾镇山根脚村的康居新城是

一个安置小区，小区路边沿

线有 60 亩土地闲置，浪费

资源也不美观。山根脚村委

会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院坝会等充分听取、征求意

见建议，并结合村民搬进楼

房前蔬菜瓜果自给自足等生

产 生 活 习 惯 ， 村 委 会 对 60

亩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划分

为 53 块地块，合理分给 30

户小区周边村民和小区居民

进行蔬果种植。如今，康居新城小区周边果蔬成排、青

翠葱茏，美化了环境，也满足群众日常蔬菜自给，余量

还能就近到镇上售卖，增加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钟山区大河镇大桥村，蔬菜种植已

有 60 多年历史。杨松说，大桥村牢牢把握“凉都菜篮

子”定位，将蔬菜基地建设同人居环境整治结合，将菜

园子打造成可观光休闲的“后花园”。由村集体积极争

取资金，统筹配套修建排水沟渠、铺设灌溉管网、修建

机耕步道、装设太阳能路灯等，便利村民往来耕作的同

时，方便群众采摘观光。同时，每周坚持开展“白色星

期四”垃圾清理整治行动，由党员干部带头、群众为主

体，清理蔬菜基地道路、沟渠。“2020 年大桥村入选全

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如今走进大桥村蔬菜基地采摘观

光，已经成为六盘水市区居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杨

松如是说。

在杨松看来，虽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显

著，但我国农村广袤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必将是一场硬仗，不会一蹴而就，必须群策群力、

共建共治。

如何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杨松建议：一是因地

制宜分类推进村庄规划编制，鼓励有条件的村先编制并

示范建设引领，不追求“齐步走”。二是加强对基层干

部的培训、教育，针对性帮助基层干部提升基层工作能

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三

是有针对性地纠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现象，指导各级政府不得随意组织看

点、观摩、评比等活动，弱化基层政府盲目造点的动

机，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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