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建设——以溪下村为例

一、基本情况

溪下村，处在“树密屯萝翠，溪声泉石苍。人家烟里住，鱼鸟霭里藏”之中

的溪下村，因水而栖，故原名叫栖霞村。村民主姓胡，明朝时从鄞县（鄞州）茅

山胡家坟迁来，至今也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溪下村现由九湾、溪东、赵家庄、

陆婆桥 4个自然村组成。民国三十五年（1946）9 月属桃源乡，1958 年 10 月为

红色（凤岙）公社桃源大队（管理区）栖霞耕作队，这一带曾是桃源乡所在地，

1961 年改称溪下大队，桃源乡改属凤岙乡；1983 年改为溪下村，隶凤岙乡，1985

年 8 月，凤岙乡升格为建制镇。1992 年，并入横街镇。2006 年建成的溪下水库，

就是以溪下村为名。溪下水库是宁波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是距离宁波城区最近

的一座大型饮用水库。来自钦寸水库的水通过隧道和管道，接入溪下水库边的桃

源水厂，然后再输入宁波的千家万户。

溪下水库大坝

与宁波“灵桥”同岁的“棲霞桥”，该桥为“一桥双名”，四墩五孔石墩水

泥平梁桥，桥梁、桥面、桥栏均为水泥制作。民国二十五年（1936），胡震生为

解决故乡人民少受洪水之侵袭，募捐银元 1000 元，建造了“棲霞”水泥桥。而

建桥所用的水泥、钢材都从日本进口，由震生一手操办。为纪念胡震生，将桥命

名为“震公桥”、“棲霞桥”。胡震生（1885-1944）,曾任津浦铁路巡视员，是

一位抗日战士，为掩护抗日同志，在蚌埠开了家“流芳照相馆”，实为我党抗日



地下联系站，他的墓地就在溪下沙江小山尖头。溪下村不仅有与宁波“灵桥”同

岁的“棲霞桥”，还有风景优美的溪下水库，还有“南山岗”、“双狮山”、“小

口岩”、“弄堂岩”、“乌厨岩”、“老虎岩”、“和尚山”等景点。

溪下五间头民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位于溪下（溪东）自然村，

民国建筑，主体坐北朝南，面阔五开间。溪下五间头民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登录点。溪下十二间头民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位于溪下（溪东）自

然村。主体坐北朝南，面阔十二间，为清代建筑。溪下民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登录点，位于溪下（溪东）自然村，清代建筑。主体坐北朝南，主屋面阔十开

间，屋前为鹅卵石铺成的地面。溪下村将路旁的墙做成了“宣传墙”，上面有该

村的村史简介、历史沿革、大事记、传说故事、名人善事、风景介绍等，例如墙

上讲述的《溪下老话》、《溪下史记》等。

溪下村一角

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在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勤物丰的基础上，梳理出一整套经营乡村的“1+N

模式”：当地村民自己创业开店建厂带动周边村民就业，一定比例的村集体占股

和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崛起，例如溪水山庄饭店、宁波宁泰酿酒有限公司、大特

锁业、鄞州兴凤仪表厂、宁波东晨塑胶有限公司、魏国公庙、胡仕杰杨梅山、胡

孟达杨梅基地、甬发仪表厂、生鲜超市、溪下农贸集中交易点，带动产业融合发

展。

（一）交通



实现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涉及项目为联丰路西延伸工程1.1公里。

联丰路西延延伸工程竣工验收，实现全线通车。联丰路西延延伸工程路线的起点

与联丰路西延段终点相接，沿沙港河自东向西，终点与望童线交汇，路线全长约

1.066 千米，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路基标准断面宽度 8 米，总投资 1649 万元。

联丰路曾是一条备受诟病的断头路，原本从横街城区前往横街四明山区，必须从

横街镇区周边小路绕行，道路狭窄崎岖，通行效率不高，给群众的交通出行带来

诸多不便。打通断头路工程于 2021 年 9 月开工建设，采用沥青砼路面，并配套

边坡防护工程、交通工程沿线设施等，工程主体于年前完工。

新建成的联丰路延伸段

（二）旅游业

生态清洁小流域整治工程启动，改造后，大幅提高行洪排涝能力，保障沿岸居民

生命财产安全。该整治工程总投资 1000 万元，预计于 2023 年年底之前完工，同

时计划新增竹筏漂流项目，打造成为横街镇新的网红打卡点。

三、项目创新性

（一）从开放资源上突破

乡村有许多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森林湖泊、田园山水等资源，怎样释放

资源把资源变资本，吸引更多的企业资金进入乡村，需要我们创新。

（二）从产业融合上突破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产业新村、产业庄园。孤立的农业种植不会提升土

地的附加值，发展创意农业，把田园乐园、农业园变旅游景区，就能大幅提高土



地的收益，孤立的加工生产也不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要让生产劳动更具乐趣、

让加工生产更具体验性，就会提升产品价值。可开发伴手礼等土特产品，扩大知

名度，形成收益的互补。

（三）从用地政策上突破

发展农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产业庄园、特色小镇等必须匹配适度的建设用

地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不能吃、不能住、不能娱就留不住游客，也就

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建议集体土地不仅可以用于租赁住房，也应用于旅游康养服

务。

（四）从平台搭建上突破

村集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借鉴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入股开发乡村；企

业也可以采取众筹、共享模式吸引更多的乡村热爱者共筹共享；开发山地自然营

地、共享农庄、共享果园、共享菜园、共享民宿等等，共享的不仅仅是资金而是

更多的信息、渠道、人脉、营销等无形的资源。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

桩，众人拾柴才会火焰高。

四、具体成效

今年以来，新路的建成，由海曙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协调，会同横街镇攻坚克

难，打通了这条连接联丰路西延段与望童线的农村公路，大幅度缩短了从横街镇

中心进入横街四明山区的绕行距离，彻底结束了联丰路作为城市主干道断头路的

历史，减轻了周边区域路网的交通压力。作为海曙区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打通后的联丰路东至邱隘镇百丈东路与盛莫路交叉口，经过药行街、柳汀

街、春华路一路向西直达横街镇横溪桥，成为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大通道，进

一步改善了城市整体路网空间格局，也对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横街镇区域的经济

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不仅给本村村民，甚至全市

市民都提供了极大地便利，隐形地带动了山区经济，增加收入。四通八达陆路交

通，促使成为理想的旅游目的地。

借鉴集士港深溪村的南山自然营地成为宁波首家以自然体感式度假为主题

的度假综合体。溪下村借漂流带动南山岗露营基地。

五、经验启示

（一）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助力共同富裕交通先行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胡海达在接受新闻媒体

专访时要求高水平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近

年来，围绕交通富民，助力乡村振兴，交通部门新改建农村公路 1523 公里，实

现了全市等级公路村村通。去年宁波作为全省唯一城市，获批国家首批“四好农

村路”示范市。全力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实现建制村村村通公交。建成农村物

流网点 2375 个，实现了建制村的全覆盖。

（二）坚持环境整治塑型，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推进环境整体提升，结合溪下水库以及沿岸的特色自然景观。道路车行道平

整、卫生保持状况较好，生活污水就地无害化处理或纳管设施完善运行正常，全

域雨污分流标识清晰、提升泵及管线运行正常；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

宣传引导全面开展、分类设施完善、分类清运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正常运行、

光伏等新能源推广工作已开展并使用。

（三）坚持以产业振兴富民，增进共同富裕民生福祉。

发展产业基地，流转土地，以雇佣租金促农民增收。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民

俗旅游，实现由一产向二三产转移。发放补助金，慰问孤寡老人、五保户，提高

医疗保险参保率，真正让村民获得实惠。

虽然我村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全面乡村振兴还有差距。下

一步我们将努力打造更加拥有闲情、美景、雅趣的新农村，谱写“最美乡村”新

样板。

横街镇溪下村 胡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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