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宁波市赣州区湾底村村民人

均收入、村级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分别为 7.05
万元和 3596 万元，常住村民收入区域领先，

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远超县域村均 1.5 倍

以上，2021 年全村 1183 名股东每人分红高达

2万元。

湾底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

农旅结合的特色经济发展道路。村内天宫庄园

景区仅 2022年上半年，接纳游客量 32万人次；

2021 年湾底村三产服务业总产值已达 1.5 亿

元。

与此同时，村集体融合主体不断壮大。一

大批新型经营主体向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方向发

展，形成龙头企业引领、新型经营主体为主、广

大农民广泛参与的融合格局。目前，村内有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 38 家，返乡双创人员 28 名，

1200人在本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就业。

在此基础上，村集体建立了契约式、分红

式、股权式等多种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将产业链

各主体打造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

的联合体。探索出农民“流转获租金、打工挣薪

金、经营赚现金、入股得股金”的“一地生四金”

模式。

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乡村发展是幸福指

数提升。村里正在实现住有宜居、学有优教、幼

有善育、病有良医、老有顾养的环境。

慈溪市万安庄村通过“共融互通”为导向

的村庄基础布局，村庄整体风貌同城镇建筑风

格有机融合。形成内联外畅的交

通网络，“10分钟生活圈”

内可入镇享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外可

直登高速通行

至 沪 杭 甬 。

累计投入 1.5
亿元资金用

于村庄基础

布局，期间

共搬迁农户

68户，新建农

民公寓 177 套

和集体发展用房

1.65万平方米。

有了硬件设施

之后，以“一老一少”为重点，

让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加丰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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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最容易忽视的失智失能老人，

通过智能手环串联，能够动态掌

握该群体的健康信息，让在外工

作的家人更加“安心”。村民志愿

者的常态志愿服务频率更勤、范

围更广，辐射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乡村复兴少年宫等教育基地

的建设，让学习成为万安人的新

习惯和新风尚，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青少年一代。

当然，产业发展是硬道理。

为了巩固村集体经济发展优势，

抢抓慈溪市小家电智造小镇核心

辐射区位，新建兼具时租办公室、

周末工作室、人才会客厅、共享直

播间等新业态的双创服务中心，

升级打造采摘、认领、拓种、观光

和旅游“五位一体”的智慧共享农

场，呈现了一个“三产融合、智慧

共享、村强民富”的共同富裕基本

单元。村集体经济预计增收逾

200万元。

在绍兴市柯桥区王化村，

有效破解养老难题。项目化运

营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效保障，形成低成本、可持续

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已

实现 8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60
岁以上老人低价就餐，行动不便

的老人送餐到家的服务模式，直

接惠及王化片老人 210 余人，上

海、杭州等外来养老人员 380 余
人，真正做到本村的老人“有人

管、吃得好”，外地老人“愿意来、

留得住”。

同时，有效促进强村富民。

通过闲置+资本、+产业、+生态等

形式，发展民宿、农家乐、乡村旅

游、养生养老等多样业态，扩大农

副产品产销渠道，实现村内闲置

农房、土地、人力等资源的盘活利

用和价值开发。目前，农户年租

金最高达 5500元，个人房屋使用

权租赁为村民每年增收达 25 万
元。2021年，在家村民劳务收入

41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2097万元。

如今，“社会资本+村集体+农户”利益联

结、共享发展的“王化模式”已具辐射带动效应，

较好地带动了周边片区的发展。2021年“金秋

家园”销售收入200万元，吸引更多在外务工人

员和乡贤回归。两年来，回村务工人员 30 多
人，回村考察乡贤100多人次，确定新增投资乡

贤7人，意向投资1200万元。

金华东阳市花园村花园紧抓红木家具品

牌，推动红木家具城品牌力持续提升，集物流、

包装、商贸服务等新兴业态的红木家具全产业

链全面构建，实现红木家具产量占全国三分之

一，国内同类市场排名第一。同时，不负花园村

这个名字，大力开展村域风貌提升、环境革命等

行动，将整个村域划分为村民居住区、生态农业

区、三产服务区、高科工业园等多个功能区块进

行分类管控，并打造了一条长达 35公里、极具

地方特色的红木文化长廊，实现了全村域的洁

化、序化、绿化、美化。

村民越来越富，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2021年全村实现营业收入 642亿元，花园个私

工商户达3190家，实现营业收入282亿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15.6万元。

对于花园村的村民来说，经济条件上去了，

公共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通过公共服务业务

体系重构，业务流程重塑，实现“掌上办”“一网

通办”，让村民动事越来越便利。普惠共享的综

合服务管理体系逐步健全，“一老一小”和外来

人口等重点人群更受关注，村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村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

增强。

规划与数字，是未来乡村的蓝图，而在这张

蓝图覆盖的土地上，是每一个村民的生活，那才

是真正未来乡村的答卷。

一个“村民”的未来乡村

当我们在说未来乡村建设，大多数时候会站在政府规划的角度，但无论是美丽乡村还是未来乡村，我们说的是一种生活，是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是遥望这片土地时，理想的生活。

那么，透过那些成沓的规划文件，那些夺目的数字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

▲非遗教学▲非遗教学

▲花园村全景图

▲农民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