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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优化环境为基础，建设
山水宜居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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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魅力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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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梦想宝溪

一、概述



一、概  述



       宝溪乡位于龙泉市城区西陲，距市区62公里，东与畲族自治乡竹垟乡接壤，

南与中国青瓷小镇上垟镇相连，西与福建省交界，北与红色小镇住龙镇毗邻，乡

域面积148平方公里，辖11个行政村，7521人。



世界最大古龙窑集聚地



国际竹建筑双年展

位国际顶级建筑大师， 栋竹建筑单体



红色宝溪

n 入浙第一仗在溪头
n 红军随军银行遗址
n 六进披云山



披云山是著名的三江之源与道教胜地

银装素裹—雪  景

旭日东升—日  出



2011年，宝溪乡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

乡”

2012年，宝溪乡被评为“浙江省我

心目中最美生态乡”

2014年，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2016年，溪头村荣获“国家级美丽

宜居示范村”、 宝溪乡荣获“浙

江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2013年，溪头村获“浙江最美村庄”称

号

2015年，国际竹建筑双年展项目入选

“中国十大绿色新建筑”

2017年，成功创建“国级卫生乡镇”

“浙江省风情小镇”



宝溪乡共整合资金近3000万元，实施15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全面提升

道路交通、供电排水、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配套，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大幅改善人居环境，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一、概  述二、以优化环境为基础     

建设山水宜居宝溪



       在环境卫生整治上，我们结合散养生猪整治、剿灭劣五类水、创建国家卫生

乡镇等重点工作，通过成立“姐妹监督团”、“老党员监督团”等方式，干群合

力。依托“随手拍”“宝溪铁军微信曝光台”为载体，累计自发交办、限期销号

问题点位431个，排摸“脏、乱、差”问题数647个，累计整治数1078个，完成

率100%。



环境卫生整治

背街小巷整治前

背街小巷整治后

背街小巷整治



环境卫生整治

景观打造前

景观建成后

水体景观打造



环境卫生整治

路街长制建立



� 健全各项制度和长效机制，使环境整治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



       在城镇秩序治理上，借助“四个平台”建设契机，对 “低小散”治理、闲置

空地利用治理、违法建筑拆除、集市日规范管理，以及“六乱”整治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进行集中整治，投工投劳3500余人次，累计拆除违章建筑、破旧灰

寮30000余平方米、排查整治“四无”问题企业（作坊）13家、拆除“低小散”

生产经营单位2家，迁移“低小散”生产经营单位1家。



城镇秩序整治

道乱占整治前

道乱占整治后

道乱占整治



城镇秩序整治

线乱拉整治前

线乱拉整治后

线乱拉整治



乡容镇貌整治

立面改造前

立面改造后

立面改造



八棵树公园改造前

八棵树公园改造后八棵树公园改造后

八棵树记忆公园                                   建成“八棵树记忆公园”、沿溪景观带、总面积达10000
多平方米的全民健身中心.



文化中心老桥（时光隧道）                                                修缮了800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改造了中心

老街、文化中心老桥等，使村民和游客享有的公共绿地等资源大为丰富，并成功

创建国家级卫生乡镇。

文化中心老桥改造前

文化中心老桥改造后



                              打造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活水进村公园”形成了集青瓷文

化、水文化、乡土文化为一体的生态和谐、“人鱼共生”的景观。溪头村常住人

口由5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

活水进村公园



                              将护河护鱼护溪石写进村规民约，把逢年过节放尾鱼写进溪
头村律，进一步优化宝溪水生态。科学实施活水进村项目，筑沟渠、引溪水，集
约利用改造违建拆除留下的空白区域，打造活水进村公园和亲水小景，在美化环
境、体现乡愁的同时，更为村民提供休闲的好去处。

亲
水
小
景

放尾鱼行动

放
养
尾
鱼



三、以铭刻乡愁为特色      
彰显文化魅力宝溪



       在项目建设中，我们坚持将唤醒乡愁记忆，推进乡村复兴贯穿始终。游客接

待中心，就是将破厂房进行改造，修旧如旧，打开楼板，上下两层联通，接待前

台改成龙窑窑头的造型，整个接待中心古色古香；



生态停车场。以石片、鹅卵石、青瓷碎片做为主材料，新颖别致。

停
车
产
改
造
中

停
车
产
改
造
后

生态停车场



景区公厕。窑背的屋顶，玉壶春的大门，大气又不失文化品位。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后



主街道改造。将彩砖换成了青石板，外立面白色小瓷砖换成了青砖和木条，后

期还要设置小品和雕塑，更加契合乡土气息；

改造前 改造后



卷帘门的改造，我们注重瓷文化、红色文化展示，采用喷绘的形式，一组喷制

瓷传统技艺，每一道门就是一种技艺，一个故事，一排卷帘门就是宝溪的青瓷发

展史。一组喷红色文化，一排卷帘门就是宝溪的革命史、斗争史，既消除了群众

的抵触情绪，又美化提升了宝溪的环境和文化品位；



� 擦亮“瓷文化”。将龙窑文化渗入到小城镇提升的每个环节，瓷片铺路，匣

钵砌墙，修缮古窑，处处凸显青瓷元素。尤其是全年举办19场“不灭窑火—

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活动，让宝溪成为了国际陶瓷行业瞩目的中心，不

仅吸引了国际陶艺协会主席雅克•考夫曼等专家的目光，还诞生了类似滇缅边

境赌石文化的独特“押瓷”文化。



不灭窑火。以“不灭窑火—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系列活动为契机，乡贤会

创办为抓手，充分发挥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张绍斌、张晞等为代表的42位宝溪

籍青瓷艺人影响力，带动青瓷烧制销售、瓷土加工、瓷釉生产等产业发展，为传

统产业注入新活力。



写好“竹文章”。吸引9个国家11位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齐聚溪头村，建成由

16个风格迥异的单体作品组成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



       宝溪将每一个细节都与竹建筑相互呼应，科学利用夯土、垒石等传统工艺，

巧妙融入青瓷、龙窑等文化元素，使竹建筑园与古村落之间文化相承、脉络相通、

和谐共处。

竹元素结合青瓷龙窑元素、传统夯土、垒石工艺



四、以共建共享为目标

打造世界梦想宝溪



大胆创新，将政府大院围墙推倒，敞开式办公，人行道直接通到政府大院，并
安放了一块大石头，形状神似一头牛，在石头上刻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打造敞开
式政府，让乡政府融入大景区，既让干群关系更贴近，又让乡政府也成为一道景
观。

改造前 改造后



回归浪潮，以“古窑里”民宿业主金朝军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回乡开起了农家乐

民宿，今年“五一”假期三天时间，“古窑里”民宿营业额就达到了17.5万元，

今年上半年溪头村就有43人回乡创业。



� 目前，全乡累计发展农家

乐民宿54家，餐位2500

余、床位300余，日接待

能力达3000人次，并结

合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成

功引进浙江隐居集团，形

成了以隐居龙泉为龙头，

民宿经济遍地开花的良好

格局。



      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了乡村景观环境，完善了吃住行游娱购休闲

旅游配套设施，塑造出“古窑拾遗、魅力竹韵、碧水亲鱼、乡愁宝溪”特色景

区品牌，使宝溪成为了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科教文娱、创意生活、生态人

居为一体的4A级旅游风景区。



截止目前，投资2000万元的宝花通景公路即将通车，进一步改善宝溪基础条件。

游客人数已呈井喷式增长，仅今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

500%，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200%。



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三美”融合，主客共享。



联合上垟青瓷小镇、竹垟畲族乡、住龙红色小镇及披云山景区，合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黄金

旅游路线；积极对接国际陶艺研究会、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建筑师，使宝溪成为汇聚世界陶

艺专家、建筑大师的文创中心，努力成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乡村旅游新兴区。



       宝溪乡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我们与杭嘉湖等发达地区存在差距，与群众的期盼还有
距离。下一步已在积极谋划铁索桥、廊桥、堰坝、入口景观等小城
镇环境整治后续建设，提升小城镇品味和景区档次。小城镇综合整
治工作通过验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今后我们将再接再厉，在巩
固整治成果的基础上争取得新突破、新作为、新成果。

后
续
思
路



铁索桥



桥改造提升



入口景观



亮化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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