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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启动会，连续3年的现场会，

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为

‘千万工程’实施指明方向。”浙江省委农办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说。

这份牵挂，一以贯之。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舟山市定

海区新建社区。在以开办农家乐为主业的村

民袁其忠家里，总书记说：“这里是一个天然大

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道理。”“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展‘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确实抓得早，有前瞻性。希

望浙江再接再厉，继续走在前面。”

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步一个脚

印走。

每5年一个行动计划，每个重要阶段一个

实施意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

“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千村未来、

万村共富”迭代升级。

今年6月7日，浙江省委常委会会议提出，

加快构建“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

乡和美”的“千万工程”新画卷，以推进“千万工

程”新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作

出浙江新贡献。

6月21日，浙江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

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推进会召开。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续写新篇。

一张蓝图绘到底，“千万工程”有了新的

“打开方式”。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厕所

革命”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2018年1月，中办、

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提“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生态治理进行曲，绿色发展说明书，乡村

振兴路线图，城乡统筹启示录。“千万工程”20

年，打开一扇窗，让世界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这是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那时候，来一趟是真不容易！”杭州市淳

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乡亲们记得清楚。

2003 年 4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下姜，一路上换了3种交

通工具。

“那时候的下姜村‘面黄肌瘦’。人均年收

入1000多块钱，村中间没有桥，河道水不多的

时候，我们就在河床上架几块木板通行。总书记

当年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走的。”曾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杨红马说。

下姜村，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来过

4回。

“村里大部分农户家都去过，每次都要走

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每次都要召开一

个座谈会，听一听大家对基层情况的反映。

习近平同志与老百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杨红马说。

“千万工程”深入实施，下姜彻底变了模

样，浙江省4A级景区村庄，带动周边63个村

社共同奔富。

当年过河处，早已建起廊桥。桥头一行

字：“梦开始的地方”。

“为民要重在办事”“办实每件事，赢得万

人心”。

“千万工程”启动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了

必须着重把握的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个

就是“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充分发挥广大

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民是‘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充分尊

重农民的意愿，村庄整治的规划和建设方案都

应经过村民讨论，民主决策，切实防止刮风，切

忌强迫命令。”

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作为“千万工程”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万千乡村，成为“梦开始的地方”。

远见卓识、为民情怀、历史担当。

“‘千万工程’实施20年，探索出了一条加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

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路径，深刻展示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发和实践的

光辉历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实现

一切伟大变革、开创一切伟大成就的根本保

障。”易炼红说。

易炼红表示：“站在新起点，浙江干部群众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感恩奋

进、笃行实干，不断将‘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让

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钱塘江源，马金溪倒映白云青山。走进衢

州市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就走进了山水

画卷。

金星村原党支部书记郑初一，忆起17年

前一幕幕：

“2006年 8月 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来考察新农村建设。在我们这个

小村子，足足看了50多分钟。即将上车返程

时，他回过头来叮嘱，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

将来通过‘山海协作’，空气也能卖钱。”

树高根深。郑初一记得：考察途中，习近平

同志看到一棵千年银杏，根系裸露在外，立即

和我们说，这是金星村的象征，十分珍贵，不能

让它枯掉。

牢记嘱托，管斧头、护山头、守源头，好风

景带来好前景，每年20余万人次游客涌来。

“种种砍砍”变“走走看看”，“靠山吃山”有了新

路径，去年村民人均收入4.2万元。那棵银杏

呢？乡亲们培土浇水、精心呵护，古树葳蕤如

盖，成了“镇村之宝”。

晨光熹微，看着早早起床到马金溪边畅

快呼吸的游客，郑初一恍然大悟：“空气真的能

卖钱！”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行走山水浙

江，一个个“金星村”映入眼帘。

“千万工程”实施20年，发展理念深刻变

革，乡村环境深刻重塑。90%以上村庄建成新

时代美丽乡村，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2003年的5400多元，提高到2022年的

37500多元。

发展，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003年7月11日，“八八战略”提出第二

天，浙江省委、省政府就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

大会。“千万工程”成为生态省建设重要抓手、

有效载体，广大农村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主战

场、突破口。

之江大地，奏响激荡人心的“绿色变奏

曲”——

美丽生态重塑乡村。

小桥流水，荷风蛙鸣。嘉兴市南湖区凤桥

镇联丰村，江南美景扑面来。

“现在这儿是打卡地，以前一片黑臭水

体。”凤桥镇副镇长、联丰村党委书记李正峰

说。“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美丽庭院”多措并

举，臭河浜变亲水地，农家乐、采摘园，联丰村

成大花园。

“源头花漫处，踏石问轻舟”。温州市永嘉

县岩坦镇源头村，拆违建、清“臭源”、建智能垃

圾分类回收平台，楠溪江畔“无废乡村”，千年

舴艋舟，今朝争上游。

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全域

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专项整治，建立

城乡一体的风貌管控体制机制。20年过去，浙

江省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100%，

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基本“零

增长”“零填埋”。

“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光、

一县一品牌，浙江成为首个通过国家生态省

验收的省份。”浙江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郎文荣说。

美丽经济振兴乡村。

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修竹茂林，

溪流潺潺。人在余村走，就像画中游。

这幅画，蜕变于滚滚烟尘。“‘千万工程’实

施，村里痛下决心，关停矿山、水泥厂。”村党支

部书记汪玉成说。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调

研，赞许“这些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今天的余村，打通“两山”转化路径。余村

“全球合伙人计划”去年7月推出，40余个项目

入驻，上千名大学毕业生，乡村创业生活。

好生态催生新业态，美丽乡村孕育美丽

经济。

距余村不远的溪龙乡黄杜村，“一片叶子

富了一方百姓”。万亩茶园满目青绿，白色帐

篷错落有致，“游客白天品白茶、逛茶山，晚上

躺在帐篷里数星星。”半日闲露营基地负责人

王月庆看好美丽经济，回乡兴业。

美丽经济如何健康发展？安吉及时出台

露营营地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编制产业发展规

划，全县露营营地发展到47家。从“卖茶叶”

到“卖风景”“卖文化”，茶旅融合，造福一方。

台州市仙居县，“化工一条江”变“最美母

亲河”，生态绿道串起山水田园；天台县后岸

村，石料堆放场变体育馆，农房变民宿，农文旅

体产业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创意，养生养

老，运动健康……放眼浙江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红红火火，走出一条“美丽生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

“美丽机制”激活乡村。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白鹭绕着

梯田飞。

2019年起，丽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大均乡发布乡级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GEP）核算报告，景宁县财政据此向大均乡

“两山公司”支付188万元，成为全国首笔生态

产品购买资金。

“盘点清绿色家底，才能将好风景好生态

价值量化，纳入市场化定价体系。”大均乡乡

长、乡级林长詹惠淇说。

保护修复生态，促进“两山”转化，离不开

改革创新。

探索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

布全国首部省级GEP核算技术规范；取消衢

州、丽水和山区26县GDP总量考核；设立全国

首个省级“生态日”……

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萌发地，

“两山”理念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

构建新机制，拓展新路径，GDP和GEP协

同增长。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成为新发展

理念的生动诠释。

2018年，“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

士奖”。

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

索尔海姆，参观走访浙江村镇后，对绿色发展

成果高度赞赏：“我在浙江浦江和安吉看到的，

就是未来中国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2020年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谆谆

嘱托：“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把

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

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从浙江到全国，从乡村到城市，一场关乎

人民福祉、永续发展的伟大实践，持续推进。

以业为基，乡村振兴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推

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三农”领域的

实践范例

21世纪之初的浙江，“扁担”两头不平衡。

一头，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一头，农业增

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

“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和发展失衡的状

态，使农村小康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

难点。”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会强调。

日新月异的城，依然故我的乡，如何打通？

谋大势、把规律、抓基础。以“千万工程”

牵引撬动“三农”工作，找到了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金钥匙”。

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

再到推进未来乡村建设、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

基本单元。“‘千万工程’实施的20年，是浙江

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

最多的时期。”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

长潘伟光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

“千万工程”迭代升级，浙江先行先试。

曾经的宁波市鄞州区湾底村，一条黄泥

路，“弯来弯去弯不到底”。

2003 年 9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鼓励湾底人：“千万工

程”只有以业为基，才有持久生命力。

“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一下

子，心亮了，路宽了。”湾底村党委第一书记

吴祖楣说。

今天的湾底，设施农业园也是国家4A级

景区，农文商旅一体，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7.25万元。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谁来种地？种粮

能赚钱吗？

2007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文章，题目就是

《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千万工程”以业为基，绘就高效生态农业

崭新画卷。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尹家圩村，遇到年

轻的“农二代”孙建龙。

“从小就听大人说，好好念书进城上班，没

出息才回家种地。”为帮父辈，无奈返乡，没想

到闯出广阔天地。

上湖州农民学院培训，跟科技特派员请

教，能够操作维护100多台（套）农机。2014年

又学了无人机植保作业，十里八乡称他为“开

飞机的农民”。

“一粒米”带动一乡人。孙建龙领着合作

社，去年种了3500多亩粮田，收入近千万元，

3000多户农户受益。他们的农机服务队，走

进江苏、安徽，育秧到仓储，全程机械化。

新农人，金扁担，种地不是旧模样。

清水润田，鱼戏稻间。“一块田，长出生态

稻、清水鱼，融出种养游新产业。”丽水市青田

县方山乡，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朱旭青介绍。

人防技防，良田粮用。“铁塔探头、遥感卫

星都是巡田好帮手，全天候守护。”杭州市余杭

区径山镇双溪村，农田巡查员赵斌很骄傲。

去年，浙江实现粮食播种面积1530.7万

亩、产量124.2亿斤。

一棵桃树能“结”出什么？

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水蜜桃之

乡。绿色种桃、直播卖桃、游客摘桃，6000亩

桃园年产值1.8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4.5万

元，村歌就叫《流蜜的地方》。

开发桃花酥、酿制蜜桃酒、举办桃花节，南

湖区加力擦亮水蜜桃品牌。“兴业态、深融合，

产业链接，城乡互促。”南湖区委书记邵潘锋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一村一策，一村一品，串珠成链。“千万工

程”牵引，浙江省建成82条产值超10亿元的农

业全产业链，年总产值2575亿元，辐射带动

478万农民就业创业。

四明山下，革命老区。曾经，宁波余姚市

梁弄镇横坎头村，出门就上坡，雨天两脚泥。

2003年春节前夕，刚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梁弄镇和横坎头村考察

调研，提出建设“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

板镇”的殷切期望。

不久后，村两委给习近平同志写信，很快

收到回信。信里鼓励他们加快老区开发建设，

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2018年2月，横坎头村全体党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发展变化。当月回信就到了

村里，总书记希望他们“努力建设富裕、文明、

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

红火”。

“两封信，一封嘱托兴产业，一封教我们兴

乡村。”横坎头村党委书记黄科威感慨。

乡村是生产空间，也是故土家园，承载乡

愁，寄托憧憬。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业

强国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一体推进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

兼备的全面提升。”

山区、平原、丘陵、沿海、岛屿，万千乡村，

千差万别。和美乡村如何建？农村现代化咋

推进？

“千万工程”给答案：规划先行，因地制宜。

梅子雨，藕花风，摇橹咿呀。嘉兴市南湖

区凤桥镇新民村，宛如水墨画。嘉兴编制传统

村落保护规划，绘就“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

金华永康市建设“智慧减排系统”，农村污

水，一水多用。宁波市象山县采用生态反应链

工艺，专业公司运营，“污水靠蒸发”变“绿水绕

人家”。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突出特色，精准

施策。强体制机制，下绣花功夫，万千乡村，深

刻重塑。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种子的力量在于生长。根植沃野，欣欣

向荣。

“‘千万工程’聚焦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

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生动印证新发展理

念在浙江农村落地生根，由此成为润泽‘三农’

的民心工程。”浙江省副省长李岩益说。

以文化人，塑形铸魂
乡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热

土和基石。让身有所栖的美丽乡村，成

为心有所依的精神家园

阡陌村舍，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文

化基因。

之江大地乡村行，邂逅一古一新。

一古，博物馆。绍兴嵊州市甘霖镇，东王

村看完越剧博物馆，孔村又遇水稻博物馆；湖

州市吴兴区潞村，钱山漾遗址旁有个“丝源

馆”；宁波市鄞州区湾底村，一村5个博物馆。

一新，咖啡店。宁波市镇海区永旺村，农

具仓库改建为“稻田咖啡”；嘉兴市南湖区联丰

村，“村口咖啡”是创客工作站，也是村民议事

点；湖州市安吉县红庙村，矿坑湖畔咖啡店，一

天卖出1000杯！

一古一新，相映成趣。是业态场景，也是

人间烟火，乡风乡韵。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

以文化人，塑形铸魂。“千万工程”20年，造

就万千美丽乡村，也为传承乡村文化、培育乡

村风尚夯基垒土、搭建舞台。

木板墙、花格栅、石库门。金华兰溪市诸

葛镇，近千年历史的诸葛八卦村，是迄今发现

的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诸葛村文化底蕴

深厚，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曾到村里调研。

保护和开发并重。今天的诸葛村，人人都

是文保员，每幢古建筑都挂了牌。孔明锁制

作、诸葛中医药，入选省市级非遗，文创产品远

销海外。村民成股东，古村落保护者，同时也

是受益者。

文化是村落的灵魂。“千万工程”，刻录下

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殷殷期盼、耿耿心志。

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有几十株千

年古樟树。习近平同志告诫：“既要发展好经济，

也要保护好古村”。如今，樟树亭亭，游人如织。

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散落玄武岩

石造的乌石屋。习近平同志嘱咐：“要保护好、

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乌石屋风貌如

昨，农家乐另寻新址。

习近平同志曾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

报》撰文：“建设新农村要注意发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不一样，山区、平原、丘陵、沿海、岛屿不

一样，城郊型和纯农业村庄不一样，杜绝盲目

攀比，反对贪大求洋，防止照搬照抄，避免千村

一面。”

不丢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方能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示范基地。梯田

层层，鱼稻相依，多彩体验，让现代大众走近古

老农耕文明。

看社戏、钓鱼虾、煮蚕豆……鲁迅先生的

童年什么样？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安桥头

村，“鲁迅外婆家”乡村博物馆，引游客触摸一

代文豪童年梦境。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全省推行，近10

年覆盖432个重点村、2105个一般村。14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4项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总数全国第一。

让传统文化留下来，活起来。村民闲暇

时，有了“放下筷子就想去的地方”。

绍兴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百年越剧发源

地。2004年12月14日，习近平同志来到东王

村调研，肯定了村里打算复建古戏台的想法。

“这给我们鼓了劲。你看，村里有戏迷角，

城里有越剧小镇，艺校还有非遗传承人班，老

老少少都会几句，外地游客也爱听。”时任村委

会主任李秋顺，现在是村里的“金牌导游”。

如今的东王村，清扬唱腔，余音绕梁；乡村

剧团，周周有戏——“多听名角，不生口角！”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

“千万工程”20年，文艺点亮乡村，提振起

万千农民精气神。

宁波市宁海县大佳何镇葛家村，老木匠、

泥瓦匠重拾手艺，溪里石头、山上竹子都是

素材。“乡间艺术家”就地生长，村党支部书记

葛万永连连感叹：村里人照样懂艺术！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新民俗创造

实践的主体。“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育出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聚会迟到，罚一曲；家有喜事，歌祝福。诞

生浙江第一首村歌的衢州江山市大陈乡大陈

村，再不闻吵架声。

绍兴市新昌县澄潭街道梅渚古村，连续10

多年举办“村晚”，挖掘保护目连戏等传统曲

目，乡愁有了安顿。

美丽乡村，精神家园，场地就是阵地。

2005年5月17日，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

镇文化中心刚开门，习近平同志就来到这里，

在这个全省首家农村文化综合体内，和大家

拉起家常：现在群众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对精

神文化生活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在抓好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

建设。

文化礼堂建设，全省全面铺开，成为乡村

标配。今天，浙江已有1.98万个农村文化礼

堂，2.53万个农家书屋。

守正创新，固本开新。

以新思想凝心铸魂，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实落细。今日浙江乡村，家家户户，亮出

乡规家训；村村镇镇，活跃百姓宣讲。

美与富辩证统一，物与人全面促进，古与

今交相辉映。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乡村是热

土、是基石、是底气。

诗画江南，一村一韵。

最难忘，采访途中，不期而遇的一张张

笑脸。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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