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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镇：此心安处是吾乡，智慧田园家
奋力建成全国第一个田园型乡村国际未来社区

·专版

浙江西南，四省交界，蜿蜒流淌的衢江两岸，村庄星罗棋布，田

园如诗如画。

在这灵秀的山水间，一朵莲花绚丽绽放———莲花镇位于衢州市

衢江区东北部，是国家放心农业产业特色小镇、国家级生态乡镇和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如今，这里正加紧建设全国第一个乡村版未来社区和全国首个

田园家主题类型的乡村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由浙江省于 2019年创新提出。 在城市版未来社

区的基础上，衢州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聚焦高质量建设

美丽大花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率先试点建设乡村版未来

社区———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

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专班负责人表示， 未来社区创建坚持

“人本化、田园化、科技化、融合化”四大导向，围绕“未来文化、生态、

建筑、服务、交通、产业、数字、治理、精神”九大场景布局，以“115”创

建思路为主线（即“1”个主题形象，“1”个创建目标，“5”个集成示范

区）；以产业导入、治理创新为抓手；以农村新型社群重构为切入点，

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5G场景应用，融合古村、农耕、文创、康养、

研学等元素，提升乡村未来社区居民生活品质。

这是一朵为“未来”而开的莲花，而你，值得与它遇见。

莲花，我的田园家。

现代农业园区
的领跑者

从铺里自然村向对岸望去，月牙儿
湿地公园青山粉黛，连片的森林郁郁葱
葱，1.8公里的栈道蜿蜒曲折， 数百亩
水面成为白鹭、 野鸭们的天然游乐园，

放眼望去，公园周边山、水、田、林、路、

屋舍、村庄俨然有序，构成了一幅美丽
和谐的自然图景。

闲暇时间，附近村民便会走进公园
骑行、跑步、闲聊、修身、放松，在慢生活
中感受幸福。“五水共治之前，这里是一
片荒滩，芝溪里的水污浊发臭，根本无
法接近。 如今却成了网红打卡地，变化
真的太大了。”西山下村村民张斌彪说。

岸青水绿、 百鸟归巢、 近悦远来
……莲花镇的华丽蜕变，正是从积极践
行“两山理念”开启的。

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以涧峰、五
坦、西山下三村、莲花现代农业园及芝
溪所涉的“一园一溪三村”为核心区，在
这块约 8 平方公里范围的地域内，一
直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但粗放型农业让
环境不堪重负，产业效益的提升也停滞
不前。

自 2014年起，镇上以“五水共治”

为抓手，治污、治脏、治乱，清退生猪养
殖，引导 300余户农户组建家庭农场，

同时还引导养殖户从事服务业， 发展
“农家乐” 经营， 一方面实现了水清土
净，另一方面打造放心农业，促进农旅
结合。

“过去种地不科学，地力不足了，施
肥；有虫了，喷药；产量上去了，质量却
容易出问题，增产不一定能增收……一
些传统种地习惯已经不适应市场新需
求，必须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家庭
农场老板陈建海说，“科技化种植、标准
化包装、品牌化生产正在提升园区农业
产业。 ”莲花镇探索建立产地环境保护

体系、农业标准生产体系、

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等，实
现农产品管理有人员、生
产有台账、操作有流程、检
测有记录、质量可追溯。

盒马已经与衢江区达
成战略合作， 要在莲花镇
及周边共建面积 1.1 万
亩的数字农业示范区。 这
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盒马
村，各种时令水果、无公害
蔬菜、 特型瓜果等绿色生
态农产品从这里走向全
国。

农业， 依然是莲花的
最鲜亮底色。

种好产品，卖好风景，

如今的盛世莲花农业观光
园，集休闲采摘区、风情度
假区、花样村庄农家乐、渔
业精品区、农事体验区、芝
溪亲水观光带等六大区域
为一体， 实现了农业和旅
游、 园区和小镇的深度融
合———家庭农场各显神
通，开发出了周末直通车、

自助柴火灶、 农事体验中
心等农业旅游产品， 三月
看桃花、五月品玫瑰、夏日
赏荷花、 秋季玩植物迷宫
花海、 冬季游亚热带植物
风情园， 一年四季风景不
断； 农趣园内涵盖多元化

的田园亲子体验乐园、 休闲度假基地、

婚纱摄影基地，热气球体验、卡丁车竞
速等娱乐项目的开发也逐步完善。

江南乡愁文化
的守护者

莲花镇莲花村有一桥 ， 名万安
桥，意为万年长安，始建于宋绍兴二
十七年（1157 年）。 这座千年古桥，

承载了莲花镇的前世今生 。 “这座
桥，是我们永远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看到了万安桥 ， 就如同看到了莲
花。 ”张斌彪说。

不同的乡愁记忆，构成了独具特
色的区域乡愁文化。 衢江区，一个以
衢州母亲河命名的地方，当地人深知
“前世之宝， 后世宝之” 这句话的分
量，2015 年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内
率先组建 “乡愁办”，整理的乡愁线
索，涵盖古村落、古梯田、古建筑、古
树名木、历史文化名人等 19 个类别。

“乡愁办”的成立，就是为了人们
在挖掘、整理的过程中，把历史文脉
有机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之中，让乡愁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这是莲花与生俱来的基因。 铸就
乡村“未来文化”的核心，依然是对乡
土文化的守护和传承。

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 、 作物植
被、风俗习惯、村落格局、语言器具等
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荷韵西
山下、水韵五坦、古韵涧峰，荷文化、

水文化、古文化，“三村”规划体现着
清晰的文化脉络。

江南莲花开，红花覆碧水。 每逢
盛夏，西山下村的五色荷花塘青荷盖
绿水，芙蓉披红鲜。沿着木头栈道，信
步于曲曲折折的荷塘上，芙蕖如少女
般婀娜多姿，竞相绽放。 西山下村总
体规划编制便以五色荷塘为核心点，

布局西山下村“一街一巷·五彩塘”乡
村旅游环线， 打造集以荷为食材菜
肴、以荷为题材手工艺品、以荷为原
材料旅游商品、以荷为景观高端民宿
于一体的景点，并围绕荷文化开展主
题活动。

围绕水文化，打造水韵五坦。 充
分利用芝溪草皮堰、木勺堰等自然资
源，打造集水上娱乐、沿江夜色景观
带、沿江餐饮、高端民宿于一体的江
滨公园，延长 8 小时经济圈，打造莲
花版的“水亭门”，放大芝溪观光带的
经济效益。

青砖瓦，马头墙，

古祠堂里锣鼓响。

板凳长，看戏忙，

农闲时节话家常。

青石板，雕花窗，

古名居里婺乐唱。

樟树下，烤饼香，

清潭绿水风送爽。

……

创作于 2018 年的涧峰村村歌
《紫气东来日月长》，唱出了省级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的古韵村
貌。

走进涧峰村， 宛如世外桃源，溪
水潺潺，小径蜿蜒，古树葱郁，农房古
朴。村庄至今仍保有 100 多幢明清时
期的古建筑， 其中保存较好的有 40

余幢， 包括古祠堂 2 幢， 古道 2000

多米，古堰坝 1 座，古戏台 1 座，古井
泉 2 处，古渠道 2 条，古城门 1 座。

利用古建筑、古宗祠 ，润峰村打
造“古色古香”的文化礼堂，弘扬区域
内流传至今的“一琴一鹤”一生清廉
为官的赵抃精神，以及七叶衍祥的徐
氏孝道，并将其融入到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活动中，创作成小品、戏剧等
幽默诙谐、 寓意深刻的节目进行展
演，积极传播好声音，让社区群众在
欢乐中接受正能量的教育。

乡村人人共享
的倡导者

未来社区的终极目标， 依然体现
在人的获得感上———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深度实现人人幸福。

90后民宿老板姜路被淳朴的乡村
风貌吸引，来到润峰村，并首开“共享餐
厅”的先河。所谓的“共享餐厅”，就是把
整个村子比作一个大餐厅，每个村民都
是食材供给者和烹饪者，通过举办“厨
神大赛”挑选厨艺精湛的村民成为民宿
的固定厨师。 客人需要什么菜，用手机
一点， 农户在家里烧好准时送至餐桌，

游客可体验从 “食材养成—采摘—烹
饪”全过程，品尝原生态、最地道的乡村
特色“百家菜”。

“有闲暇就做，没时间就不做，决定
权在我手里。最主要的倒不是做一餐能
赚多少钱， 而是自己的手艺被认可，我
很享受在家中为游客做菜的过程。 ”叶
阿姨最擅长烧的菜是红烧豆腐，每次送
餐，她都选择特制的精美餐盘，热情地
给客人上菜。 若是听到客人现场点赞，

她踮着脚尖如少女般欢快地下楼，那种
满足感是她过去从未拥有过的，“有些
客人会对口味提出自己的要求，我现在
连不辣的菜都能烧好了”。

如今， 正不断有先进理念落地乡
村，甚至从乡村开始发芽生长，这也是
乡村振兴中令人振奋的元素之一。

张斌彪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 “以
前在城市生活，就觉得一直在变，过年
回家，就觉得什么都没变。 永远是这个
样子，但现在，每年小镇的变化真的是
肉眼可见的。 ”

莲花镇土生土长的媒体评论员张炳
剑也认为，小镇的改变是由里到外的，不
仅街容有了巨大的改观， 居民的生活方
式、消费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
便是得益于原先在城市打拼的青年人的
回流，将城里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小镇，小
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提升。

也就是说，乡村留得住人了。 这在
过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很多村子都
在逐渐空心化，年轻人走光了，老房子
开始破败，空气里都似乎有冷清、孤独
的味道。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莲花镇跨越
发展的关键正是激发叶阿姨这样的原

乡人，迎来张斌彪这样的归乡人，引来
姜路这样的新乡人， 人人参与乡村振
兴。

要想留人，政府必须在硬件和软件
上持续发力。 走进四层楼的社区之家，

现代化的管理服务平台，可以为社区居
民、农业主体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

农业专业化服务等各种服务，甚至可以
实现“线上点单、服务上门”；智慧服务
平台主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居家养
老、儿童教育、医疗等服务；众创孵化平
台，为广大农创客、农业主体提供一个
创业平台，实现众创空间联合办公。

姜路分享了他的“草坪”故事：“最
初吸引我投资的，是村子的古朴和村民
的热情，可后来我们在开工之初与村民
的交流遇到了很多 ‘瓶颈’。 有一块空
地，我们想把它改造成草坪，可是经常
在那里晒衣服的村民不同意，好在镇政
府积极为我们协调。我坐在草坪上过去
都没人理我，现在‘嘿’一声，一个蜜桔
就扔过来了，还问‘穿得少不少’，真的
把我当成自家人。 ”

走进莲花，人们不仅可以休闲度假
采摘， 欣赏亲水观光带的自然美景，也
可以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当地的风土人
情，品味独特的田园生活。 坚持现代智
慧农业与休闲观光、创新科技与农耕文
化、 现代生活与休闲养生融合发展，已

经成为“衢州有礼，康养衢江”的一张
“金名片”。

空港新城构想
的实践者

作为沿江城市，衢江区一直在寻找
自己的“出海口”。 去年 10 月，衢江港
区大路章作业区正式开港，架起了衢江
向海发展的大通道。

今年，衢江人为“通江达海”又增添
了新的可能———衢江区有了一个新名

字，空港新城。 这是衢州城市发展的重
要节点， 也为衢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衢江区将进一步释放衢州机场航空物
流通道优势， 用好已形成的杭衢铁路、

杭金衢高速、衢江航道和浙赣铁路等公
水铁联运体系，发挥浙西航空物流枢纽
作用，推动“港、产、城、创”融合发展，实
现从“盆地的花园”向“通江达海的花
园”的美丽蜕变。

根据规划，空港新城将依托“水港、

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合一、四港融
合的综合枢纽优势，构建完善多式联运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成公水、公铁两
大物流基地，创新铁水联运、江海联运
等多式联运新模式，形成“聚浙西、通浙
皖赣闽四省、联全国”的浙西航空物流
枢纽。

“空港新城落户莲花，让镇村干部、

党员群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站在城
市发展的风口上，莲花镇将奋力在建设
四省边际中心城市的大潮中当先锋、抓
落实、作表率。 ”莲花镇负责人说。

结合这一定位，莲花镇有望完成从
单一农业大镇向综合性物流小镇的华
丽转身， 重点谋划与莲花镇相匹配产
业，包括放心农业和物流经济、数字经
济相融合等，全力推进杭衢高铁、莲花
乡村国际未来社区、351 国道连接线、

航空物流基地项目。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昔日商贾云
集的繁盛场面即将在衢江边重现。

村庄美丽宜居， 人才归流返乡，农
业多彩新样，生活智慧便捷……“社区
甜美、家家和畅、处处智慧、人人幸福”

的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做到了 “乡
村”“未来”“社区”3个关键词的极致展
现和深度融合，既保留最纯粹、最乡土
的乡村风貌，也体现最方便、最优质的
智慧服务，更实现了最幸福、最和谐的
共享共荣。

一座现代化、 国际化的乡村未来
社区， 未来的空港新城正在向我们徐
徐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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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