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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何家乡，境内的长风村是最被人
熟知的。

205国道在长风村穿村而过，来往车
辆也给村子带来了人气。沿着国道走进长
风村，货车、私家车有序停靠在两旁的空地
上，空气中一股股鲜辣鱼香扑面而来，这里
就是小有名气的“渔家乐一条街”。

提起“渔家乐一条街”，不得不提几位
乡贤的返乡创业之路。2005年，在外从
事餐饮服务业的樊小飞、方丽君等人“嗅”
到了长风村交通便利、人流量大带来的商
机，决定返乡创业，成为了第一批渔家乐
经营户。

之后，“渔家乐一条街”的经营户逐渐
增加，不少村民选择回到家乡，转型当起
了“老板”。经过提升改造，渔家乐在205
国道沿线形成规模，在短短几年里就增加
到了近60家，逐渐形成了“渔家乐”产业。

走进何家乡沿江公路江源村路段，两
侧食用竹枝叠根连，葱绿俊秀，成片的竹海
一眼望不到边，衬着绿水青山煞是好看。

这片千亩食用竹旅游基地是村民的
“富贵竹”。这些年，靠着这片“富贵竹”，江
源村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在江源村，种植食用竹的历史最早可
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1年，江源
村村干部从临安引进食用竹，在当地进行
试种，并在1993开始规划发展村食用竹基
地。之后通过村干部分片、党员联户的方
式，在全村进行宣传推广，全面助推村食用
竹产业发展。

“依托竹产业，我们村还被评选为浙江
省兴林富民示范村和森林食品基地，村民
们依靠竹子过上了好日子。”江源村党支部
书记、主任江峰说。

近段时间，御白家庭农场里的千亩白
茶基地正是最忙碌的时候。何家乡山水
风姿卓绝，生态环境充盈，是茶叶种植的
风水宝地，其中最为有名的两座茶园分别
坐落何家乡一南一北，渐有“北白茶，南银
毫”之称。

白茶基地是常山县的招商引资项目，
整个基地占地约1000亩，共种植茶苗350
万株，品种主要为安吉白叶一号、黄金芽、
黄金叶等。

过去一年，白茶基地产茶3000余公
斤，总产值达300万元，解决了当地近600
位村民的就业问题，带动了当地茶产业的
发展，开辟了产业发展与农民致富的双赢
之路。

这些年，何家乡依托当地特色，大力发
展本土产业，带着村民奔向共同富裕。接
下来，何家乡将进一步提振“两茶一竹一
渔”特色产业，积极创新，推动“高效、绿色、
经济”新兴产业的落地，加快构建特色鲜
明、链条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借助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东风，将本土产业推
广至杭州、上海、苏州等地，打造本土品牌，
提升竞争力。

特色产业 领航乡村振兴

何家乡位于常山县西部偏南，境内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

盖率达75%，素有“一江（常山江）、一山（黄冈山）一湾（月亮

湾）”一说。

共同富裕，路在何方？过去五年，何家乡通过“生态立乡、

绿色崛起”发展理念，兴产业、抓项目，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持续推进，通过发展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特色经济，提振

“两茶一竹一渔”特色产业，招大引强优势企业项目，全面提升

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强力推进“宰相故里·圣

境何家”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奋力闯出一条村

民走向共同富裕富有何家特色高质量发展的阳光道。

一川常山江水，串起了一村一品、诗画
风光，也串起了村庄的产业兴旺、村民的诗
意生活。一年四季，长风村的人工沙滩上，
总有特地赶来打卡的游客。

2018年，长风村打造出了人工沙滩，成
了短途游、周边游的热门地。走近人工沙
滩，水清沙白、江风拂面，背后是绿意葱茏
的青山，让人心旷神怡。

“村子越来越美，村民生活也跟着好了
起来，就像在大花园里。”村民江芝香自豪
地说。

长风村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景观。
石门佳气，演绎了南宋“中兴贤相之首”赵
鼎等“四贤”正气浩然的佳话；十里长风，见
证着迁客骚人留下“宋诗之河”的华章；中
国辣村，打造“种吃游”一应俱全的全产业
链体系……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村里的
餐饮服务、农副产品加工及特色种植养殖

等产业也日趋向好，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
的就业机会。在“渔家乐一条街”与人工沙
滩等旅游景点的相辅相成之下，村子里的
人流量有了明显增加。

在距离长风村不远处的樊家村，10余
处大型墙绘格外吸引游客眼球，这是村里
以樊莹廉政故事、新村风貌、特色产业为原
型制作的，颇具本地特色。

近年，何家乡樊家村依托美丽乡村建
设，突出“文化+景观+民生”，实施樊莹廉政
展馆、绣溪古街提升、上祠堂景观提升、停
车场建设项目，加快提升樊家村村风村貌，
古街、古宅、古树、有活水的古池塘群、古廉
史文化，打造出了何家独一无二的“五古”
美丽乡村。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增亮诗画风光
带，落实落细‘一江两岸’景观提升项目，
以‘水墨江南·鲜辣美味’为主题，实施文
图段沿河两岸农房外立面改造，持续谋划
建设赵鼎考古文化公园。”程敏芳说，未来
五年里，何家乡将持续推进樊家未来乡村
连片发展实验区创建，以“廉味古今、礼遇
未来”为主题，精准锚定“产业、文化、智
慧”等十大未来场景创建要求，先行先试、
扬优成势，聚力打造“点上出彩、线上成
景、面上美丽”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格局。
正如衢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市委报告所
说，让干净、整洁、美丽、清新成为衢州乡
村最鲜明的特质。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过去五年，何家乡全体干部群众精诚团结、攻

坚克难，全面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今，何家乡站在新起点，踏上新

征程，全力以赴谋发展，为衢州高质量发展建设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何家力量。

渔家乐一条街

在常山县何家乡黄冈生态配套项目现
场，各项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该
项目涵盖何家乡黄冈村、长风村、钱塘村三
个行政村，于去年10月正式获批。

“随着常山县旅游业快速发展，来常山
县、何家乡、黄冈山的游客将会越来越多，但
黄冈山配套设施明显滞后，无法承载日后的
游客量。”乡党委书记程敏芳介绍。何家乡
黄冈生态配套项目依托黄冈山组团范围内
的山水自然基底，融合了千年古刹——万寿
寺的佛教文化与观光旅游，做足“山、水、寺、

村”文章，发展文化休闲度假产业。
按照项目规划，该项目工期将于2024

年全部完成，届时将建成占地面积约
25000平方米的停车场，道路硬化将得到
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将进一步提升，
有望打造常山县最美北大门，实现成为常
山县文化和乡村旅游融合样板的目标。

“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何家乡境内
长约10公里，涉及何家、樊家、江源、钱
塘、黄冈、长风6个村，人口近万人。近些
年，何家乡依托诗画风光带建设为契机，
绿色生态产业绿色效益为目的，大力推进
美丽沿江公路、沿江绿道、景观节点等12
个项目建设。

接下来，何家乡将投资1400万元打造
以樊家村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古村落集群，
引进文创中心、书吧、茶吧、民宿等业态，修
缮改造兼具文化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古
建筑群，结合小微停车场及邻里中心项目，
提升古村生活品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何家乡将继续
把项目作为发展之基，坚持“招、建、储”并
举，不断蓄积发展后劲。

近日，在何家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
三三两两的老人或聊天、或下棋、或打牌，
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成
了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空巢、
高龄、失能老人的日益增多，为养老服务带
来了压力。面对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何家
乡结合当地实际，建立起了这所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一餐三个菜，菜色都很好，有吃有喝还
能在一起说说笑笑，我觉得挺好。”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老人何朝阳笑着说，在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内，不仅有优质的服务，还能体会
到老年生活的乐趣，也让子女省了心。

在何家乡，民生无小事。聚焦全乡的
民生问题，何家乡出台了系列举措。依托

“微改造、精提升”工程，乡镇投入部分资
金对美丽城镇的小水系、小环境进行改造
提升，让老百姓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改
善；结合“五水共治”工程，对池塘进行清
淤，塘坝加固，引入活水，并在周围修建长
廊，游步道等休闲设施，让老百姓都尝到
了“政策红利”。

“无论何时，优化民生服务一直是乡村
干部的工作重点。”程敏芳说，何家乡将继
续把共享作为根本目的，守住民生底线，提
升民生质量。规范提升何家小学、幼儿园
办学条件，抓好职业教育；健全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发挥乡综合文化站阵地作用，广泛
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实施“四好农村
路”建设，加大农村道路拓宽及白改黑工程
覆盖力度；深化平安何家建设，构建一体联
动的平安建设体系。

景区配套项目建设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江万里广场

白茶基地

月亮湾俯瞰月亮湾俯瞰

项目建设 点燃发展引擎

整合资源 美丽乡村奋进强育

精准服务 打好惠民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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