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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浙江“下姜”经验与启示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乡村振兴最大的难点在山区农村。我国山区

范围占全国总面积的 70%，东中部地区山区面积

占比 40%，西部地区山区面积占比高达 81.9%，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里的农村。山区农村在

很大程度上以农业为主体，如何进行山区农村综

合开发，促进山区脱贫致富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目前，山区农村发展面临资源条件贫乏、投

资资金不足、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生产经营粗放

等普遍性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山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大多落后，陈旧破损，多数乡村散落在山沟

里，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

设施投资总量不足、结构欠合理，从根本上制约

了贫困山区发展农村经济的可能性。

（二）自然条件落后且产业结构单一

山区农村大多自然条件较差，坡地多、平

地少，林地多、耕地少，人均占有的耕地少。山

区的农业生产又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经济作物种

植比例很低，辅以传统养殖业、零星的家庭手工

业，农民收入水平整体较低。农业生产大多以传

统的耕作技术、简陋的农用工具为手段，无论是

农业还是农村经济中的其他各产业都处于缓慢发

展阶段。山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至今仍然

束缚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失严重

由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青壮年劳动力

大量外出务工，造成山区农村留守只有妇女、儿

童、老人，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不足、劳动

力素质低，在耕作上粗放经营，撂荒、半撂荒现

象越来越严重。

（四）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薄弱

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也造成基层组织管理弱

化，一些农村干部思想觉悟不高、文化水平低，

市场意识淡薄，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一些贫

困山区农村资源缺乏，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

维持正常办公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带领群众共同

致富。

二、浙江下姜村发展山村经济的经验与

做法

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大量的

农村分布在山区，耕地稀缺，农民苦于缺少致富

门径。淳安下姜村就曾是这样一个地处浙西偏远

山区的贫困村庄，童谣戏称下姜“土墙房，半年

粮”，下姜村民的增收途径是“砍柴烧炭”“养猪

喂牛”，造成山林毁坏、水体污染。2003 年 4 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此调研，告诫村民

要艰苦奋斗，乡村发展村民自身要努力。十五年

的自力更生，埋头苦干，下姜村人走出了一条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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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比其他类型的农村，山区农村发展经济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浙江淳安县下姜村曾是典型山区贫困

村，经过十五年的转型发展，成为生态优美、村民富裕的美丽农村。下姜村保护生态整治环境、加快耕地流转、农

旅融合发展特色农业等经验，对于大量山区农村发展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山区乡村  下姜村  经验  启示 



51

RESEARCH 调研 2018 07

色经济发展之路。2017 年，下姜村常住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7045 元，是 2001 年 2154 元的

12.56 倍，村集体经济收入 117.31 万元，是 2001

年 0.86 万元的 136 倍。

下姜村的发展是在习近平同志新思想、新理

念、新战略的指引下，村民们奋发图强、千方百

计发展乡村经济的结果。下姜村成为山区农村发

展的一个典型样板，总结下姜的发展经验，对于

大量山区农村的脱贫致富，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以改革促发展，“耕地流转”加“资本

引入”，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

加快土地流转，是下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下姜村

是穷乡僻壤，人多地少，传统小农生产模式显然

不能发展农业生产。2011 年开始，下姜村开始了

大规模土地流转，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促进生产

方式的转变。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每亩土地每年能

拿到 1200 元的租金和分红，再到各个农业基地打

工，成为职业农民，拿工资收入。更重要的是，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耕地可以引入工商资本、社会

资本投资特色农业，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

业产业化，并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以保护促发展，“环境整治”加“清洁

能源”，加快实现农村生态化

保护生态环境是下姜村发展道路的重要转

折。2003 年，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下姜调研

时，就强调要守护住绿水青山，并帮助村里建设

沼气池，既解决猪粪满地的环境问题，又解决伐

木烧炭的能源问题。从此，下姜人选择走了一条

生态经济之路。

近年来，下姜村又先后编制完成《美丽乡

村精品村总体规划》《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景观

规划》等 6 大规划和 35 项水利、交通、道路等

项目设计方案，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村里不

断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新建集体养猪

场，村民养的猪集中到猪场，旁边配套建设 1 座

100 立方米的集中供气沼气池，猪圈里的粪便污

水全部流进沼气池。在“无违建县”和“五水共

治”工程中，全村共拆违拆旧 5427.69 平方米，

农村治污工程总管网长度达 8032 米，新建化粪池

133 个、窨井 717 个。村里建立起户集、村收、

镇运、县处理的垃圾清运新模式，村民严格按照

垃圾分类的要求，自觉养成区分不同颜色的垃圾

桶投放垃圾的习惯，乱丢垃圾的情况越来越少。

不断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村里先后完成 240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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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91 平方米的房屋立面整治和墙体美化，完成

游径线及村内小道铺装 7000 平方米、人行道铺装

1000 余平方米，农舍庭院被打造成一处处景观小

品。下姜村人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山

村华丽变身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真理。

（三）以特色促发展，“观光农业”加“循环

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特色化

下姜村四面环山，林地面积 1 万多亩，可用

来种植农作物的耕地仅 600 余亩，每户人家分到

手的就几亩地。土地流转后，开始规模化发展葡

萄园、草莓园、桃园等特色种植。目前，下姜村

种植桃树 150 亩、葡萄 220 亩、草莓 60 多亩，仅

特色种植一项，村民人均增收 2000 多元。同时，

通过规模集约的特色种植，也带动了农业生态旅

游发展，如今的下姜村春季可赏桃花，夏季可采

摘桃子、葡萄，冬季能品尝草莓，走上一条农旅

结合的生态发展道路。其次，利用好大量的林地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立体种植，围绕传统的茶

叶、毛竹、蚕桑、中药材“四片叶子”开展山林

种植。其三，大力发展生态养殖业。过去家家养

猪，污水遍地，如今建设集中养猪场，农户散养

变集中养殖，猪粪也集中排入大型沼气池。村里

还利用 400 亩竹园建设生态散养鸡场，养殖规模

超过两万只，销售额一年将近 500 万元，鸡粪还

被用来作为水蜜桃树的肥料，实现了循环利用。

（四）以绿色促发展，“生态旅游”加“民宿

经济”，加快实现产业多元化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态农业的发

展，村庄变美了，交通改善了，游客慕名而来，

村委带领村民开起了民宿，兴办农家乐。为了提

高村民办民宿的服务水平，村委组织村民外出参

观取经，学习其他农村兴办农家乐的经验，加大

服务、餐饮培训，进行庭院堂前改造，提升民宿

品质和水平。随着乡村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许

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都回乡创业。至今，下姜村已

拥有民宿 23 家（含精品民宿 2 家），床位 398 个。

布局了 35 个美丽乡村精品建设项目，新建集餐

饮、观光、会议于一体的葡萄餐厅，发展农旅融

合的设施农业产业。随着游客规模的增加，2016

年，下姜村成立了“下姜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实

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营销、统一分客和

统一结算的运作模式。村里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

景区， 并与 30 多家旅行社达成合作协议稳定合作

关系。2017 年，下姜村共接待游客 16.1 万人次，

其中住宿游客达 3 万余人次，旅游创收 1200 余万

元。

（五）以管理促发展，“组织建设”加“村民

自治”，加快实现治理现代化

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三次来下姜村，都强

调要切实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战斗力、凝聚

力、创造力 ；党员干部争做发展带头人、新风示

范人、和谐引领人和群众贴心人。下姜村的变身

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下姜

村现在有 43 名党员，努力践行群众路线，坚持

党员带头干，带领群众一起干，积极兴办农业产

业园，打造民宿经济，让群众真满意、得实惠，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同

时，下姜村村委会建立了维护群众利益的各项制

度 ：结对扶贫资金由市县两级农办委托第三方每

年进行一次专题审计，立查立纠 ；所有用扶贫资

金实施的项目，必须在村里公示公告 ；所有扶贫

资金一律纳入县乡两级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并

严格实行县级报账制。近年来下姜村先后荣获杭

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今天的下

姜村不但成了经济示范村，也成了党建示范村。

三、对山区农村加快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生产要

素市场化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是发

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山区农村人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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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耕地少，要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更要重视农村

土地确权改革，让山区农村的耕地、林地流转起

来，让农民集体所有的山、田、林、房“活”起

来，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有利农业的规模

化生产。配合农村土地的流转，要进一步消除工

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投资农

业农村的政策障碍，鼓励资本、土地、人口等生

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二）加强生态保护，实践“绿水青山”就

是山区农村发展的“金山银山”

从生态角度来看，下姜村的发展之路就是对

总书记“两山”理论最好的注释。山区农村的优

势是生态，是绿水青山。过去，村民看不到绿水

青山蕴藏的生态价值，如今国人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也不断提升，绿水青山

逐渐展现出内在的经济价值。山区乡村要打好生

态牌，保护好周边山山水水，坚持绿色发展，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

业，使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同时

要发展农村循环经济，以减轻农村环境污染，缓

解农村能源紧缺，提高农民的卫生健康水平。

（三）立足自身资源条件，农旅融合发展特

色农业和美丽农业

特色农业具有总量少、品质优、需求旺盛、

附加值高等显著特点，并且非常适合山区立体化

的种植条件。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能成为山区

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并带动相关二、三产业的联

动发展，形成特色产业集聚，带动广大山区经济

跨越发展。山区农村在特色农业的选择上，要因

地制宜、突出特色，立足自身资源和条件打造一

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下

姜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业、林下经济的养殖业，

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是当前许多

山区农村可复制的成功之路。结合各地自身的交

通条件和环境条件，乡村生态旅游也是未来农村

大有作为的经济发展重要途径。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员致富领

头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基层组织是党的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类社

会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

和希望都在村级基层。要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

村民自治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选好用

好农村发展的带头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带领和组织农民群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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