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平阳坑镇着力发展绿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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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晓

飞云江绿道是我市构建飞云江旅游产业经济带的轴心工程，现已成为我市重要的休闲旅游品牌。今年以来，平阳坑镇立足绿道生态优势，在前几
年的绿道开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基础上，致力于发展绿道经济，同时，也为平阳坑镇打造文化休闲旅游特色镇奠定基础。

2013 年启动创建美丽乡村

以来，经过三年的努力，平阳坑

镇 22 个村中已有东源、塔石、

坳口等 10 个村开展美丽乡村

创建，总计投入资金 3000 多万

元，如今，各村庄面貌大有改

善，绿道休闲探幽线和智慧感

知线两条美丽乡村精品线也已

初具雏形。

今年，该镇作为我市唯一

乡镇被评为 2016 年浙江省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乡镇，在“美丽

乡村浙江样板 我为你点赞”活

动中，收获 79 万人点赞，荣获

全省第二名。

今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平

阳坑镇提出了全力打造“秀美

精致、开放和谐”的目标，同时

积极打造田园风光游，在绿道

沿线五个村进行试点，对按照

镇里统一规划分季节种植油菜

花、向日葵等农作物，并且成片

面积达 50 亩以上的，镇里给予

每亩 1000元的补助。

在平阳坑镇东源片的东源、

晚垟头、南山、陈山头 4 个村都

是美丽乡村建设村，近几年已投

入 1000 多万的资金，完成了东

源溪整治，建成了非遗木活字广

场、仿古街墙体立面改造、梅花

桩等亮点项目，打造了智慧感知

线这一美丽乡村精品线。下一

步，还将继续开展东源外垟儿路

口改造、一街六巷建设、南山村

索面晒场、南山至陈山头道路

拓宽等项目建设。

在东源溪沿线有 780 亩田

地，田间溪流纵横，道路交错，

其中还有东源村田间 100 多年

历史的古桥和乡间小道，三面

环山，极具田园风光潜力。

“平阳坑自然资源丰富，文

化底蕴深厚。”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平阳坑镇将进一

步整合资源、提高效益，通过产

业导入实现利民惠民，让绿道

成为富民增收之道；通过营造

政府推进、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的良好氛围，打造文化休闲旅

游特色镇。

建设文化休闲
旅游特色镇

每 逢 周 末 或 节 假 日 ，约

上 三 五 个 好 友 ，沿 着 飞 云 江

绿道来到平阳坑，或骑马、或

骑车、或到农场采摘、或聚餐

共叙⋯⋯大家美美地吃上一

顿 农 家 土 菜 ，满 载 农 家 土 特

产尽兴而归。飞云江绿道已

成 为 市 民 周 末 郊 游 的 好 去

处。

平 阳 坑 镇 域 面 积 不 大 ，

但 环 境 优 美 ，旅 游 资 源 丰

富。东源村活字印刷是几百

年 遗 留 下 来 的 人 文 景 观 ，是

人 类 文 明 的 一 大 文 化 遗 产 ；

南 山 索 面 飘 香 海 内 外 ；一 个

个美丽乡村向外界讲述着淳

朴又美丽的变迁故事⋯⋯

飞云江绿道平阳坑段沿

线 五 个 村 分 别 是 塔 石 村 、坳

口村、塘岙村、上河头村和小

净水村，长约 7.5 公里。这几

年，绿道开发建设后，为这五

个村带去了一批又一批的客

人，已初具成片旅游效应。

“ 到 飞 云 江 绿 道 骑 自 行

车，已成 为 温 州 地 区 知 名 度

较 高 的 旅 游 项 目 。”平 阳 坑

镇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1000 多

亩 的 竹 林 经 绿 道 串 联 后 ，环

境 清 幽 ，再 加 上 绿 道 内 有 配

套 旅 游 项 目 ，如 刘 大 师 工 作

室（温 州 两 家 人 拍 摄 基 地）、

竹 林 瞭 望 塔 、温 州 市 旅 游 特

色村塔石村、占地 10 多亩的

牧 马 人 马 场 等 等 ，节 假 日 来

游 玩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在 绿

道 游 玩 后 ，还 可 以 到 塔 石 村

一 处 30 多 亩 的 葡 萄 基 地 采

摘，旅游开发前景好，值得期

待。”

“ 绿 道 旅 游 与 其 他 产 业

形 成 融 合 态 势 ，使 平 阳 坑 镇

的 产 业 格 局 发 生 了 根 本 改

变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绿 色 发

展，贵在富民，借助绿道带来

的 旅 游 经 济 ，以 前 深 藏 在 乡

村里的绿色资源正成为富农

增 收 的 新 载 体 ，平 阳 坑 镇 的

乡村将实现华丽转型。

独有特色的
绿道旅游资源

飞 云 江 绿 道 是 平 阳 坑

镇富农增收的重要载体，挖

掘 绿 道 旅 游 经 济 对 民 生 以

及 平 阳 坑 未 来 发 展 的 意 义

重大。

如今，跨越发展中的平

阳 坑 特 色 文 化 休 闲 旅 游 正

给当地产业带来新的变革：

当地的竹笋、葡萄和红心柚

等土特产销路拓宽了，农产

品 从 传 统 的“ 出 去 卖 ”转 变

为如今的“进来买”。

前日，记者来到平阳坑

镇 塔 石 村 的 绿 泉 种 植 农 场

时，看到该农场葡萄园里种

植的 9 亩夏黑葡萄树上挂满

成 熟 的 果 实 ，将 于 本 月 24

日对外开放，让市民体验采

摘。

绿 泉 种 植 农 场 负 责 人

余乃征介绍，农场种植的葡

萄品种从日本引进，按照传

统的葡萄种植方法，葡萄成

熟 期 一 般 在 6 月 至 9 月 ，通

过栽培技术攻关，成功把葡

萄 成 熟 期 延 至 12 月 初 ，使

市 民 在 冬 季 仍 能 吃 上 新 鲜

采摘的葡萄。

除了农产品转变为“进

来买”之外，休闲骑马、射击

射箭等娱乐也成了需要“进

来买”的项目。

在 飞 云 江 绿 道 平 阳 坑

段有一个牧马人马场，市民

在 瑞 安 也 可 以 有 机 会 体 验

驰骋。

“自己特别喜欢策马奔

腾的感觉，所以在平阳坑开

了 这 家 休 闲 跑 马 场 。”该 马

场负责人杨明雷介绍，骑马

作为一项时尚的健身运动，

以 其 高 能 耗、锻 炼 全 身、新

鲜 刺 激 等 特 点 ，近 些 年 来 ，

受到市民青睐，甚至有人选

择自己养马，成为了不折不

扣的“牧马人”。

从“出去卖”
变为“进来买”

绿 道 带 来 旅 游 经 济 的 同

时，也带动了平阳坑镇的“农

家经济”，如今已初步形成以

享老养生、果园采摘、庭院休

憩、临江观景、民俗风情、农事

体验等为特色的“农家经济”。

对于旅游业，平阳坑镇发

展目标十分明确：一年规划布

局，三年形成骨架，五年初具

规模。

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立

足山上资源，打造一批集种植、

采摘、观光、娱乐为一体的观光

农业；立足品牌建设，继续开展

东源木活字文化村建设、积极

打造绿道休闲游和美丽乡村体

验游，积极创建东源村省历史

文化村落重点村，通过对沿线

村居进行墙体立面改造、溪流

整治、景观点建设等，进一步改

善村居环境，带动旅游发展，进

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 平 阳 坑 历 史 悠 久 ，要 深

挖人文资源。”该负责人表示，

该镇拥有半岭堂古道、平阳坑

古渡口、平阳坑古街以及一批

古村落、古遗址等资源，下一

步，通过招商引资，深入开发，

让 这 些 沉 寂 的 人 文 景 观 重 新

焕发生机。

此外，要扶持发展民宿餐

饮等服务业，引导一两家酒店

进行改造提升，做强做精平阳

坑的餐饮业，打造特色餐饮文

化。扶持建设一批特色民宿，

由“半日游”转变为“两日游”，

留住游客，带动辖区旅游产业

发展。

市 梦 幻 田 园 旅 游 开 发 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朝静介绍，目

前正着力于高科技生态农业、

农 村 休 闲 旅 游 及 农 村 享 老 养

生项目开发。

“我公司着力于项目的规

划等事项，目前投入近 300 万

元 完 成 梦 幻 农 庄 接 待 中 心 的

建设。”陈朝静表示，该公司致

力于把“梦幻田园”打造成宜

居宜游宜养生享老的温州“后

花园”。

“农家经济”
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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