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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万巾帼投身“千万工程”纪实

行走在浙江乡村，映入眼帘的是青绿山水、
宜居宜业，是不拘一格、千村千面，是城乡和美、
全域共富，是舒心的笑容、迸发的活力，是奋进
新征程的昂扬斗志。

大江奔流有其源。20年后，当“千万工程”被专家学者誉
为“在浙江经济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让列车换道变轨
的那个扳手，转动了乡村振兴的车轮”时，我们一次次回想：巨
变，为什么会发生？

答案，可以从一个个村庄的变迁中寻找。
沿着浙江“最美公路”之一的淳杨线一路向西，千岛湖的

清澈秀美尽收眼底。车子驶入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溪水潺
潺，远山含黛，一行标语跃入眼帘：下姜村，梦开始的地方。

干了40年村书记的姜银祥，已经72岁了。从书记任上退
下来后，他经营着一家家庭民宿，日子充实富足。

他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的那个下姜村：“土墙房、半年粮、
烧木炭，有女莫嫁下姜郎。”穷则思变，姜银祥带着村民“摸着
石头过河”：上山伐木烧木炭，外加养猪。

“钱是挣了点儿，却牺牲了生态环境，后来想想，都是弯
路。”姜银祥半眯着眼睛向我们回忆说，“随意砍伐，过去绿油
油的山头‘斑秃’了。村里到处是猪粪和垃圾，污水横流，蚊蝇
乱飞，我们自己都捂着鼻子不敢大口喘气。”

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当时浙江90%的村庄。
余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发展“石头经济”，以开采

山石为支柱产业。但随着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山变成了“秃
头光”，水变成了“酱油汤”。

浦江，发展水晶产业20年，鼓了腰包，却污了清清河水。
流经的浦阳江，漂浮着生活垃圾，藏纳了废水废渣，成了气味
刺鼻的黑水河、“牛奶河”。

作为“千万工程”的亲历者，浙江省委农办秘书处处长方
杰记得，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任浙江伊始，仅用了118
天，就跑遍11个市、25个县。密集调研中，他看到了“有新房、
无新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场景，摸到了“全省3.4万
个村庄，其中3万个村环境较差”的真实数据。

我们追求的发展，并不只有经济效益这样一个单向度的
目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是不可持续的。破解浙江“成长
的烦恼”，迫在眉睫。

2003年6月5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在全
省“千万工程”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五年内要从全省选择
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
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千万工程”序幕拉开。复垦复绿、封山治水，村庄绿化、
庭院美化，优化人居环境，发展绿色经济……浙江全域，一场
从环境到生产，再到生活、生态的深层次变革，在广袤乡村生
根发芽，一个个山青、水绿、民富的蝶变故事在山水间“上
演”——

下姜村拆了养猪场，省里派来的科技特派员找到了4片
致富“金叶子”：茶叶、蚕桑叶、竹叶、药叶。

2020年，返乡创业的“85后”姑娘姜丽娟，从老书记手中
接过了“接力棒”，也带来了新思路：“这几年我们发展景区村、
民俗村，形成了以乡村旅游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
态产业集群，带动周边63个村社共同奔富。”

“我们年轻一代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不能辜负这个伟
大的时代，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把更多喜讯捎给总书
记。”如今的姜丽娟已是党的二十大代表。

在浦江，水晶加工依旧是主导产业，不同的是，浦阳江畔
已是水清岸秀，美丽乡村星罗棋布，和美家风汇聚成文明乡
风。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余村首提“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山村开始“养山富山”，将“卖石头”变为

“卖风景”。18年后，8月15日这一天被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每天，看着一辆接着一辆的旅游大巴来到余村，谢春花累

并快乐着：“总书记告诉我们，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
生态就会回馈你。”

实践证明，“千万工程”是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支点，
“撬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龙头工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工程、造福千万农
民的民心工程。

有人评价说，这是浙江大地上“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从“脏、乱、差”到“强、富、美”，山乡巨变的背
后，是连续20年，一任接着一任干。因为蓝图清
晰、目标坚定，千万巾帼奔赴而来，在“生态绿”的
壮美图景上，留下了“巾帼红”的绚烂篇章。

“千万工程”伊始，浙江省各级妇联组织就主动融入、担当
作为、广泛动员。在乡村，不少女性是当家人。她们尚洁爱
美、勤俭善理，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推产业发展、涵养乡风
文明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党员带头！妇女带头！”说起从家庭作坊林立、垃圾围
村的工业村升级迭代为“家家有花、户户有景”的花园式村庄，
丽水市缙云县陇东村党支部书记卢桂平提高声调介绍其中的

“奥秘”。
10年前，论富裕，陇东村走在了前头，可论人居环境，陇东

村是难啃的“硬骨头”。当时，村里有50多间厂房，平均每10
户就有一家打磨生产缝纫机、锯床等零部件的工厂。村民腰
包鼓了，但环境却越来越差。

实施“千万工程”，陇东也不能“扯后腿”。要整治，就要先
拆违建工厂。从哪儿撕开口子？“老婆的一番话，让我打开了
思路：只有先向自己家开刀，才能快速打开局面。”卢桂平记
得，村“两委”干部带头，村妇联挨家挨户找女主人聊天、谈
心。“效果出奇好。胶着了几个月的拆违工作，势如破竹。一
个月内，全村拆除违建厂房1.8万多平方米。”

随后，陇东村在全镇第一个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各家
各户的女主人带头改变卫生习惯。两个月后，垃圾入箱成为
共识。

“这些年，村庄环境的维护，女同志居功至伟。我老婆带
头捐了10万元给村妇联，用于给家家户户买花，装点村庄环
境。”卢桂平伸出大拇指说道：“这件事让我对她们刮目相看，
对美有洞察力，有智慧有爱心，更有行动力！”

“花样陇东”声名远播。不止陇东，在浙江，从“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

“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千万女性坚守乡村，移走“垃
圾山”，清理“臭水沟”，打造“小花园”，在精雕细琢中，把小家

“盆景”做成全域“风景”。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千万工程’推进

到哪里，巾帼助力就跟进到哪里。”浙江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何杏仁介绍，“我们聚焦家庭阵地、妇女发展、文明乡风、志愿
服务，以庭院小美促进乡村大美，以家门口小产业撬动乡村大
发展，以家风育人助推乡村铸魂，促进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
好生活有机融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妇联作用、贡献
巾帼力量。”

时间见证着坚守的力量，村庄也因为她们的坚守愈发美
丽。

金华市金东区南下王村，妇联干部、女党员、妇女代表等
组成“美丽大姐”志愿服务队，根据村民需求，将废弃老宅改造
成专属晾晒场。每逢雨雪天，她们还帮外出的村民收衣被。
一个个暖心服务的细节，让文明乡风蔚然成风。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茶仙子文化代言团、茶嫂嫂靓村
队、茶姑姑文体队、茶婆婆民宿工坊是村里的“美丽代言人”。
她们传承传统技艺，弘扬茶文化，助力产业发展，丰富村民文
娱生活，让径山因“WOMEN”而美丽。

如今，漫步浙江万千乡村，移步易景，可谓“一户一处景、
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线一风光、全域大花园”。

无数传统村落在代代相传中，承载着华夏
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塑造乡村新形态，
不仅要激活农耕文明遗产，推动人居环境、乡村
颜值的空间营造，也要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发展、

文化振兴。唯此，村庄才能活态绵延，留住乡民，迸发新活力。
夏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丽水市莲都区古堰画乡，沉睡

了一夜的老街、古树在啁啾的鸟鸣声中缓缓醒来。叶丽芳喜
欢在这样的清晨，坐在门前古樟树下喝杯茶。

“丽水的村庄是我曾经想拼命逃离的地方，现在又一心要
回来。”指着眼前这家名叫“樟宿”的咖啡主题民宿，叶丽芳笑
容恬淡：“这是我回来开的第二家民宿，如今大半时间都在这
里。”

回来的念头，缘起于乡愁。外出经商多年后，一次回乡探
访，让叶丽芳深受触动：“跟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大相径庭，既有
传统村落的古朴、幽静、灵动，也有现代生活的便利，老人悠然
自得，孩童的欢笑声回荡在街头巷尾，是城市人向往的诗意栖
息地。”

缙云县联丰村，千亩荷塘绕村。村外，荷叶田田、荷花连
连；村里，民居粉墙黛瓦，家家户户门前摆满了绿植、鲜花，傍
晚，门口亮起的荷花灯最让游客啧啧称赞。

“不光美，谁家若是亮起6盏荷花灯，那是让乡里乡亲羡

慕的事，说明那户人家庭院美、家风正、产业优，样样好。”村党
总支部书记楼干强自豪地说：“我们村一户一院一风景，打造
了50多处景观点，花园庭院建设让更多妇女走上前台唱主
角，也让我们村做起了花海产业，把‘美丽庭院’变成了美丽
经济。”

“让妇女唱主角，扮靓‘美丽庭院’，整治村居环境，带动美
丽经济”，是村书记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美丽背后，是各
级妇联组织的精心谋划、引导推动。

丽水市妇联以“和美庭院”建设为抓手，联合市农业农村
局共同编制完成了《花园庭院建设指南》。丽水市妇联主席管
伟春说：“我们先后开展‘花园庭院’培训班、千人养花进社区
等活动，广大妇女参与环境整治、‘美丽庭院’创建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被极大激发。”

整治后的古堰画乡，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品牌民宿、艺
术家工作室纷纷落户于此。创业者的涌入和乡民的回归，成
为美丽乡村一次次升级重塑的“助推者”和“主理人”。

“这是双向奔赴的美丽升级。”叶丽芳投资创办的“驻85
民宿”，由村里几栋废弃老宅改造而来，成为古村一景。民宿
生意火爆，让村民对自己世代居住的乡村越来越自信，愿意投
入更多资源塑造更美的乡村。

2018年，画乡巾帼创客共享妇联成立，120多名来自互联
网、艺术、教育、休闲服务类的创客姐妹一起加入。“从外在形
象和内在精气神，我们都在与小镇共成长。”共享妇联主席雷
雅莉深有感触地说。

穿行在丽水的诗画乡村，我们看到了理想乡村的各种样
貌——

在深垟村，村民围坐在畬娘幸福驿站，品尝着以“多肉”为
主题的甜品咖啡，交流着创业创富经；

在大均乡大均村，闲暇时光，村民会到老街乡村书房阅读
谈心，有文化层面的追求会被“高看一眼”；

在堰头村，每天四点半后的妇儿驿站里，笑声朗朗的亲子
绘本阅读场景格外动人。

实施“千万工程”20年，浙江各级妇联组织带领广大妇女，
深耕家庭主阵地，下足“绣花功夫”，创建“美丽庭院”300多万
户，锦绣之手成为“千万工程”的重要推手。

夜幕降临，安吉蔓塘里村文创集市开市，缤纷的灯光秀为
乡村涂上瑰奇的色彩，游客漫步其中，在温柔的晚风中，绽放
最舒心的笑容……

人永远是最美的风景。如果说环境是乡村
的外在美，那么人便是乡村的内在美。

人改变环境，环境也必定改变人。“千万工
程”20年，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乡村新文化随之孕

育、生长，生活方式在变，价值观念在变，伦理和审美也在变。
精神层面的改变或许无形，但无论是对世居者还是新农

人，“千万工程”带来的文化激荡已内化于心，成为乡村振兴不
竭的内生动力。

清晨，凉风习习。南下王村村头的生态洗衣房里，阿婆阿
婶的欢笑声又响起来了。

不一会儿，村妇联主席朱金燕也端着洗衣盆加入其中。
“刘家阿婆，上次回去还跟媳妇吵嘴吗？两代人多点理解就好
了。”“李阿嫂，小军跟你道歉了吧，年轻人好冲动，说话快，你
多担待。”……几声热络的问候，吴侬软语你来我往间，话题很
快从家长里短的闲聊，变为暖心熨帖的谈心。水龙头里流出
的汩汩清泉水，不光洗净了衣服，也“洗净”了心事和不快。

“小小的生态洗衣房，洗出了‘安全’，洗出了‘绿色’，洗出
了‘和谐’。”南下王村党支部书记汤旭林对这项“一举三得”的
举措赞不绝口。他掰着手指头为记者捋起了基层“治理经”：

“生态洗衣房+”不断延伸，人流聚集和信息交流成了不折不扣
的“乡村议事堂”；村“两委”把调解、关爱、帮扶等公共服务融
入其中，妇联干部积极引导，织密了邻里守望网络，塑造了文
明新风尚。

傍晚，浦江县郑宅镇的村民文化广场上，大姐们欢快的舞
蹈，与“江南第一家”的牌坊群和前来观瞻的游人，构成了一幅
和美的图画。

廉洁孝义，是浦江郑氏流传千年的家风。郑宅镇党委书
记项柏青觉得，美丽乡村要形神兼备，文化必定是内核。“这其
中，家风文化就是很好的抓手。”

让好家风有好回报，让好家庭受尊崇、得实惠，在浙江已
是普遍做法。党建引领下，妇联组织建立完善“好家风”评价
体系，金融部门大力支持。截至目前，浙江各地发放的“好家
庭信用贷”已达5.8亿元。

对乡风文明、乡村善治的价值，金华市妇联主席严小俊梳
理出了这样的逻辑链条：“乡村在拥有了‘高颜值’的同时，人
和乡村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化学反应’正汇聚成更多的发
展能量。”

民宿主理人李庆，“90后”城市姑娘李然和阿鲍，就是被这
场“化学反应”深深吸引，先后来到余村的。

午后，一场急雨刚过。余村青之恋舍民宿的开放庭院中，
叫不上名字的花草缤纷夺目。一场关于“乡村女子力”的思想
碰撞，在三个人中间激荡。灵感闪现，咖啡的味道溢满了整个
空间。

“余村的绿水青山承载了我的乡愁，让人流连忘返。”闲暇
时爱写诗词文章的李庆，在经营民宿之余，把余村这些年的蝶

变，以及自己对质朴乡村生活的热爱发在朋友圈，吸引了新村
民的关注。

李然和阿鲍，来余村不到一年。去年7月，余村推出“全
球合伙人”计划，以期更多人才、项目落地，赋能未来乡村可持
续发展。阿鲍带着她的“后巷有院”短视频工作室，李然与年
轻的“灵感生活便利店”新公益团队，从300多个项目中脱颖
而出。

活力跃动的新村民接连涌入，给余村的好山好水平添几
分时尚。一杯咖啡，一场演出，为世居的村民带来了全新的体
验。音乐节、美术展……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展览，余村越来
越出圈了。

乡村变得更自信、更包容、更开放，这是年轻人喜欢的样
子。“在村青年”已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群体，一种流行，希望
的田野因此生生不息。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摆脱贫困，实现富
足，是中国农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作为

“千万工程”实践地、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富”在
浙江已是高频词。

一朵花会拥有怎样的力量？在浦江县寺后村，一瓶“共富
水”赋予了它新的解读。

“一开始，我们是为了美，发动各家妇女，在抛荒闲置农田
种植洛神花，扮靓乡村。”说起寺后村的富民产业，村党支部书
记蔡东锋打开了话匣子，“从规划土地，到培训种植技术，育
苗、栽种、养护，再到采摘、晾晒、收购，妇女都是主力军。”

这几年，为了提升洛神花的附加值，村委会集思广益，先
后开发出洛神花酒、洛神花茶。今年又与人合作，推出洛神花
苏打水。“酸甜适度，很受女性和孩子的欢迎，他们现在是消费
主力嘛。”郑宅镇人大副主席黄萍热情地向记者推介。

2022年，在“这朵花”的助推下，寺后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开始的49万元增长至243万元。村里建起“共富工坊”，留守
妇女学习技术、承接项目，每年挣到手的来料加工费就有
1000多万元。

善用市场的力量，是浙江的优势。比如，村干部们屡屡提
到的“强村公司”，就是很有市场意识的做法。

如今的浙江乡村，以“千万工程”为指引，引导村庄以土
地、资产入股等形式，发展景区经营、物业经营、特色经济等产
业，建立健全强村公司、“飞地”抱团、片区组团等新模式新机
制。

景宁县金坵村因地制宜引进了畲寨仙草谷项目，依托强
村公司，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草药，开发黄精酒、黄精茶、黄
精丸等产品成了农村妇女致富的新路径。

有着600多年佛手种植历史的金华北山口村，也是一派
繁忙景象：“巾帼共富工坊”里，妇女们正加工包装佛手干、佛
手丝等特产；在直播间，女主播卖力吆喝，生意红火；在种植基
地，人们疏苗、浇水、追肥……

“从过去沿街低价叫卖鲜果，到现在网络销售盆景、佛手
制品、药材等，不只拉长了产业链，也为抱团发展蹚出了新路
子。”说到这几年的变化，北山口村强村公司负责人邢燕兴奋
不已。

发展“美丽经济”，巾帼当仁不让。浙江省妇联高位推进
“巾帼共富工坊”建设，从单一的来料加工，向“美食工坊”“庭
院工坊”“民宿工坊”等多元化类型迭代升级，形成了极具妇联
辨识度的“巾帼共富工坊”矩阵。

在古堰画乡的老街，随便走进一家小店，都能发现一些新
奇的小玩意儿。栩栩如生的布艺、奇思妙想的石头画、“美”

“用”结合的陶器……这些手作，大多出自附近11家“巾帼共
富工坊”之手，带动留守妇女近5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在妇联组织的培育推动下，乡村振兴妇女带头人、巾帼
“领头雁”走在前列，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省女红巧手联盟、
巾帼新农人联盟等妇女创业联盟活跃乡间，“妈妈的味道”
等品牌广受欢迎。之江大地，2万余名女性创业者为绘就
新时代“富春山居图”挥毫泼墨，“她智慧”和“她力量”绽放
共富路——

景宁伏叶村的“山语间”民宿，以茶文化为主题，用茶叶、
茶砖等做装饰，风格别致；

缙云鼎湖村民宿一条街产生集聚效应，吸引了“湘妹子”
勤湘平回到爱人老家，当起了民宿女主人；

安吉“小瘾·半日村”，原是横山坞村的一个自然村落，整
体搬迁后，打造出全国首个民宿集群村落。

乡村之美，在于山水灵秀、人文荟萃、宁静富足。“千万工
程”以其前瞻性、战略性的布局，为浙江、为中国勾勒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宜居宜业、共创共建、共享共富的乡村新图景。

而作为“千万工程”的忠实践行者，从一个庭院、一家店，
到一条街、一个村，再到全域，千万浙江巾帼以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将愿景变为现实。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三农’领域的生动实践，我们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咬定青山不放松，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发挥妇联
优势，凝聚巾帼力量，为‘千万工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何杏
仁说。

（记者 孙钱斌 王蓓 姚改改 茹希佳 肖睿）

青绿山河锦绣手
□ 中国妇女报采访调研组

青山环绕，绿水相依。盛夏，静卧于天目山支脉余岭脚下
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以其独特的气质，吸引着纷至沓
来的游客。

正午时分，绿树掩映下的春林山庄一派繁忙景象。腰间
系着格子围裙的女主人谢春花，一刻不停地招呼着客人，豆大
的汗珠顺着她圆润饱满的笑脸，直往下掉。

春林山庄是余村第一家农家乐。“过去是‘坐在垃圾堆上数
钞票’，如今是端稳了绿水青山‘金饭碗’。”热情好客的谢春花爱
说爱笑，再忙，也要跟客人聊上两句：“要不是‘千万工程’，哪有
余村今天的好山好水，更没有咱这个农家乐的好生意。”

深情的话语如山间的清风，送入游人的耳中。谢春花说：
“吃水不忘挖井人，余村人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代
言人。”

展开时光的卷轴，用脚步丈量之江大地，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以下简称“千万工程”），20年久久为功，20年历久弥新，从环境整
治到生态文明，从乡愁记忆到人的改变，从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
乡村发展模式的变革重塑，以蓬勃之姿呈现在我们面前。

探寻这青绿山河背后，我们听到了许多涅槃重生、华丽转身
的嬗变故事，也看到了“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巾帼贡献。她们
用一双双灵秀之手，20年锲而不舍，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庭
院创建、和美乡村发展的壮美画卷上，织锦绣、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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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口村的佛手直播间里，女主播卖力吆喝，成交量可观。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肖睿/摄

金东区南下王村生态洗衣房内，村民们正聚在一起洗衣
聊天。 余铖俐/摄

女报深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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