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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衢江 10 月 27 日电 （记
者 杨振华 区委报道组 胡小飞
俞锐）乌溪江，经瑞士SGS通标标
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检测，28项基
本指标均优于国家一类水标准。
这一傲人成绩，得益于衢州市衢江
区去年全面开展的乌溪江饮用水
源综合整治。为了守护这江好水，
处在库区的湖南镇等乡镇，水里不
能养鱼、岸上不能养猪、山林不能
砍伐，老百姓转产增收怎么办？

上午 10 时，一场田野“功夫
秀”，在湖南镇蛟垄村湖背自然村
上演。这里是海拔近 500 米的高
山村，村民世代种植生姜，全村种
植面积 1000 多亩。山顶“论剑”，
比的就是生姜种植技术。

“功夫秀”的现场，选在温泉
海的一块生姜地里。69 岁的温泉
海，之前家里养猪，整治后，他将
精力全部放在种植生姜上，目前
已经是村里种姜的第一“高手”。
他的生姜地，亩产量都在 4000 斤
左右，甚至常能达到 5000 斤。而
大多数人，亩产量才两三千斤，种
得差的，甚至只有 1000 多斤。作
为老党员和老村干部，与村民分
享增产经验，温泉海当仁不让。

“生姜要种好，我的经验主要是
这样：首先，排水沟要挖得深，水排
得净。”站在生姜地边，温泉海指着
自家的深沟说，碰到下雨天，别坐在
家里搓麻将，赶紧到地里瞧瞧，水一
淹就容易发病，产量当然上不去。

站在一旁的温文龙略显尴
尬，频频点头。他也种生姜多年，
但亩产量大多只在两三千斤，远
远落后。他觉得自己的地，土质
没人家好，但是也承认自己排水

不够及时，“今年就种了一亩多，
平时要打打零工，没有好好管。”

“一定要勤快，这个最要紧。”
温泉海继续说经验，每年要种得
早，清明前就种下去，不能拖，苗
长得大碰到干旱就不容易晒死，
抵抗力强⋯⋯

83 岁的温石海，种姜年头比
温泉海久，但亩产量也很少能达
到 4000 斤。老大哥“不耻下问”，

“ 你 的 肥 料 是 不 是 用 得 比 我 们
多？”温泉海笑笑：“一样的，就用
两次，但是每次不能舍不得用，要
用得足，多用有机肥。”

都是地里的“老把式”，经验说
得通俗简单，短短十几分钟，大家

就弄明白了。温文龙还得出另一
个启示：“泉海种了7亩多生姜，种
好种坏相差好几万呀。我就一亩
多地，不够上心。明年我再多种几
亩，种得多，才会管得勤，产量就能
高。”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村支书温泉洪接过话头，对
大家说：“今年行情又是‘姜你
军’，去年窖藏到现在的生姜，能
卖到 20 元一斤了，很多人前阵子
10 多元时就卖了。那也别觉得
亏，市场行情我们把握不了，但是
提高产量，肯定能增加收入，这个
基本功，我们先练好没错！”

生姜“功夫秀”结束，在湖南镇
其他村，种油茶、炒茶叶、养土蜂等

不同的田野“功夫秀”，还将陆续在
不同村里上演。“谁的技术高、经验
好，就请谁分享。觉得自己水平更
高的，可以当场‘打擂’。”湖南镇党
委书记王立宏介绍，镇里挖掘了一
批以党员、村干部为主力的“田野
创富能人”，在各村分享、示范。

在湖南村，村支书余高峰在
猪圈废墟上，建起铁皮石斛种植
大棚；破石村村支书余金山，拆了
玻璃拉丝设备，发展起食用菌；白
坞口村则栽种了几千亩的山栀
花，用来加工提取食用色素⋯⋯
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衢江区
在全面开展八大流域整治中，正
引导村民走上转产发展新路。

衢江区整治八大水域，引导村民转业

田野增收秀“功夫”

走基层 话增收

温泉海（右一）分享种姜经验。 杨振华 摄

本报龙泉10月27日电
记者 江晨 邓国芳
市委报道组 鄢鸣

行走在龙泉山村，处处可见
农家小院里绿树红花：含笑、竹
柏、桂花、茶梅等常绿与落叶植被
搭配，再加上杜鹃、鸡冠花、月季、
指甲草等乡土花种⋯⋯绿树繁花
点缀金秋乡村，庭院古朴整洁，别
有一番风情。

今年初以来，龙泉市农办结合
美丽乡村风景线创建，启动“花样
农家”项目，鼓励市区至龙泉山、市
区至青瓷小镇两条风景线两侧的

农户，推进庭院改造，种植乡土花
种，扮靓美丽乡村，吸引游客目光。

八都镇是市区通往青瓷小镇
的必经之路。在溪坪村，59 岁的
徐昌河正侍弄场院上的花草，20
余盆花草姹紫嫣红，背后是他的 4
层花园洋房。去年 11 月，老徐从
两公里外的柿树坪自然村下山移
民搬到这里，临马路的新房不仅获
得 25 元/平方米的外立面瓷砖补
贴，还拿到了村里免费发放的5盆
花草。老徐的目标是争创今年的

“花样农家”。
在八都镇章府会村，村会计

项水洋带着我们走家串户，这里，

家家户户门前除了摆上村里发放
的铁树、茶花外，农妇们还自己种
植月季。村委会办公楼前，60 余
户农家将庭院改造前后的对比照
片“晒”在公示栏上，全村人为他
们评星级，村民扮靓庭院的劲头
更足。

在市区至青瓷小镇风景线尽
头的宝溪乡溪头村，村民更是将
庭院美化的民间才智发挥得淋漓
尽致——烧制青瓷废弃的匣钵、
从山上拾来的枯树桩，被种上几
把小葱、火红的朝天椒或是一株
粗壮的芋头，摆放在庭院门前或
墙面，就变废为宝、野趣横生。

龙泉市农办副主任陆正寿
说，今年年底，龙泉农办将在“洁
净家庭”示范户和“洁净家庭”农
户中评选“花样农家”，成功创建
的农户家庭，不仅能挂上“花样农
家”的牌匾，还可获得价值约 300
元的花木奖励。

“这花草一种，垃圾也就难落
脚了。你看看，我们村里现在多干
净！”“三星级”农户吴安望说，章府
会村距上垟青瓷小镇有5公里，离
竹垟畲族乡只有 3 公里。随着村
里的面貌焕然一新，歇脚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老吴还瞅准商机注册
了农家乐，不久就要运营起来。

龙泉庭院改造吸引游客——

花样农家别样红

见习记者 翁云骞
通讯员 李玲 张立真

本报讯“章律师你来得正好，
我们还要再发一个公告吗？发在哪
里比较好？”淳安县威坪镇唐村村民
服务中心，村书记唐红燕一边焦急
地发问，一边把大摞材料摊在桌子
上——既有盖过章的正式合同，也
有村民们拟定的各种手写“文书”。

时间紧急，唐红燕的声音微微
有些发颤。接下来的小半天时间，
她需要把村里的几件“麻烦事儿”梳
理出来，好让律师帮忙“解决”。

章献彪，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3年来，章献彪记不清来了
多少次威坪，每一次来，几乎都要迎
接这样连珠炮似的发问。“习惯了，有
时候人来不了，就在电话里讲。主要
是看村里有什么需要。”把包放在一
边，章献彪坐下翻起了材料。

从2011年起，着眼于农村发展，
淳安县从数十个中心村开始，以政府
购买方式，全面推行村级法律顾问制
度。截至目前，425个行政村已基本

实现“一村一顾问”。
“优秀法律资源总是都向城市

集中，但农村也迫切需要专业、优质
的法律服务。”县司法局副局长肖殿
伟说，“截至今年9月，我县村级法律
顾问们已解答群众法律咨询近1000
人次，调节纠纷 200 余次。现在，村
里的难题、遗留问题有人帮着解决，
农村发展有了‘法律智库’。”

纸杯里的茶水冒着热气，章献
彪没顾上喝。他抬头认真地回答唐
红燕，“你刚才说的公告，建议在省
级媒体发，不然对方会借口说没看
到。对了，催告函你要找出当天发
布的那张报纸，保存起来，像这样复
印是不正规的。”

一则火柴盒大小、署名为淳安
县威坪镇唐村村民委员会的“催告
函”，字数仅 200 字左右，却是唐红
燕花了好大精力拟定的。年初上任
时，村后叉时坞那片 1200 亩山林让
唐红燕直挠头——10 多年前，两个
外地老板承包了这片林地，却一直
没有按约支付转让费，也没有开
发。这两年，在章律师“手把手”指

点下，唐红燕和同事们积极走自我
救济程序，这个困扰村子许久的老
大难问题才得到解决。

“我们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发
出公告之后，就能根据对方根本性
违约这一点，来单方面解除合同。
1200 亩地终于能回到村里了！”唐
红燕高兴地说。

合同纠纷、房屋过户、拆迁补
偿⋯⋯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淳
安农村出现了各种新问题。2012
年，唐村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擅使
权利，盲目征拆，给全村造成了极
大的混乱。“其实就是村干部法律
意识不健全的表现，虽然他本意是
帮助村里搞建设，可是完全不懂正
常的办事程序，不经规划、招标程
序就上项目，最后自己又病倒，搞
得村委会委员替他背了好多债。”

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镇、村二
级把唐村账目搬到泽道律师事务所
会议室，章献彪利用每周的双休日
连续加班，最后终于给出了一个让

30 多关联拆迁户都较为满意的解
决方案。

除去调解矛盾纠纷、帮着解决
具体法律问题，法制、政策宣讲也是
法律顾问们的“工作”。考虑到全县
地域大、村居偏，他们还不定期开展
上门服务，去村民家坐堂问诊。

“虽然路有些远，到那边基本上
都是大中午了，可是跟村民坐坐聊
聊，总是有收获。”在章献彪看来，解
决几件麻烦事不难，难的是村干部、
村民们守法、用法意识能得到提
升。“撤村建居”、“三改一拆”、“无违
建县”⋯⋯近年来，淳安各项重点工
作推进过程中，都能看到法律顾问
的身影。

临近中午，在浏览完一本厚厚
的村居项目建设合同之后，章献彪
欣慰地点点头，转身走进了村民服
务中心的办公室。在那里，几位村
民正就自家地里竖电线杆的事儿，
急着要求村里给予补偿。章律师又
忙活了起来。

淳安全面推行村级法律顾问制度

章律师进村记

亲历——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本 报 讯 （记 者 叶 晖 通 讯
员 杨文晋 陈诚） 近日，《三门县
青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办
法》规定，销售三门青蟹时应使用
专用捆扎物捆扎，捆扎物的重量
不得超过青蟹体重的 5%，即每只
青蟹使用捆扎物的长度不得超过
两 米 ，并 去 除 捆 扎 物 分 量 后 计
价。具体扣除比例，由县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决定，并在各农贸市
场予以公布。

该《办法》还对三门青蟹的养殖
进行了规范：三门青蟹生产环境应
当符合我省地方标准——《地理标
志产品 三门青蟹》的要求，做到海
水交换良好，无污染源。广大养殖
户应按照无公害养殖要求，做好养

殖日志记录。需要使用药物时，用
药必须符合相关规定；使用的渔药
应具有渔药登记证、渔药生产批准
证、执行标准号；养殖饵料必须选用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优质鲜活饵料，
经检测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三门
青蟹，一律不得销售。

“有了三门青蟹营销管理办法，
我们对保护青蟹的品牌与形象有了
法律依据，今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严
格执法，违法必究。”该县青蟹产业
发展与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将整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及县海洋与渔
业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按照
各自的职能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工
作。

三门：青蟹营销有了新规

本报讯 （记者 吴晓鹏 通讯
员胡启敏 吴王斌）最近，家住宁波
市鄞州区星苑社区百丈花园的王
阿姨欣喜地发现，小区门口的垃圾
桶干净了，往日垃圾成堆的现象已
不复存在。“这得益于社区干部常
来居民家坐‘小板凳’。”王阿姨夸
赞道。

居民烦恼这么快解决，源于星
苑社区的干部与居民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顺畅了。今年来，社区实
施“板凳工作法”，通过与群众同坐
板凳，面对面倾听百姓所思所盼，心
贴心解决实际问题。

“小板凳坐拢来，什么事情都好
商量。”在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戴
燕君看来，有了这条“小板凳”，许多
难事都能及时解决。百丈花园小区
门口垃圾桶扰民问题就是其中之
一。其实，在小区门口摆放垃圾桶，
起初是考虑到这里是出入口，人流
量大，方便居民投倒垃圾。但没想
到，这几个便民垃圾桶却变成了“扰
民桶”。

“戴书记，门口那几只垃圾桶怪
臭的，阿拉居民老早想把它挪走
了。”戴燕君同管辖片区的工作人员

到百丈花园的活动室“坐板凳”唠家
常时听到了这样的抱怨。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戴燕君把
这事记在心头。随后，社区干部与
城管、物业多次商讨，制订了解决方
案：新建垃圾中转站，每天的生活垃
圾由专人运至垃圾中转站，逐步撤
销社区内的10个垃圾桶摆放点。

“什么是实干，我看这就是实
干。”王阿姨感叹道。其实，像这样
通过“坐板凳”聊天帮居民解决难题
的事例还真不少。和老小区不同，
星苑社区 2010 年才成立，社区管辖
的小区不仅分布零散，间隔距离大，
而且属于商住型社区，要摸清每一
户的情况，了解基层的诉求，相对困
难。

“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能缩短
心与心的距离；常听辖区居民‘唠
叨’，收获的不只是建议。”这句话是
星苑社区“板凳工作法”的生动体
现。如今，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动
下，爱心居民、社区楼道信息员、志
愿者、计生联络员、老年协会会员等
也加入到“坐板凳”队伍中来，用真
心在居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连心
桥”。

鄞州：小板凳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 （记者 丁谨之 县委报
道组 李刚） 驱车驶入海盐县元通
街道青莲寺村，往日生猪养殖污染
的重灾区，如今水田漠漠、白鹭低
飞，大棚里一串串成熟的葡萄高挂
枝头。“这一大片都是我的农场！”百
合美家庭农场的主人陆建明满面笑
容。

陆建明原本是村里出名的“猪
司令”，出栏生猪量达 1 万余头。随
着海盐“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
作的推进，养了20多年猪的陆建明，
在两年内将自家共7000多平方米的
猪棚全部拆除。“猪司令”卸职后如
何谋生？在专家团的谋划下，他摇
身一变成了468亩家庭农场的主人。

随着生猪养殖户转产、转业的
要求日益增长，海盐县集中 62 名来
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农技专家，组成
服务团，分为 9 组，每组定点联系服
务一个镇（街道）。至今，农业专家
累计服务农户 225 户余次，在生猪
存栏 200 头以上的 389 户规模退养
户中，确定重点服务对象 180 户，帮
助养殖户成功转产155户。

“拆猪棚容易，但转产是个难
题。”专家服务团团长王金良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搭猪棚可养猪
500 余头，相当于 20 亩左右精品水
果、100 亩左右露地蔬菜、300 亩左
右水稻的经济效益。“如果转产后的
效益上不去，农民的年收入就会大
幅降低。”王金良带领专家团，为海
盐农民制定了生态精品农业的转产
模式。去年，陆建明的 45 亩葡萄地
效益高达80万元。

如今，海盐拆除的 228.63 万平
方米违建猪舍，已全部复耕复种。
优质稻米、高效蔬菜、精品水果、稻
田养殖、经济苗木⋯⋯全县所有 50
头养殖规模以上的生猪养殖户，都
拿到了由专家服务团编写的《生猪
养殖转产专业技术指南》。这本册
子堪称“转产菜单”，编录了适合海
盐的 34 个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供
养殖户自行选择。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目前，传
统农业效益低，精品农业市场难。
因此一场场生猪转产农企订单对接
会，在专家服务团的组织下在全县
巡回举行。专家服务团的转产帮扶
服务，解决了生猪养殖户的后顾之
忧。如今，海盐生猪养殖数量已在
2013年基础上下降55.85%。

海盐：猪司令转产有指南

近日，遂昌县三仁畲族乡村民种植的荞麦丰收在望，麦田成片的花海令人陶
醉。荞麦既可加工成荞麦面、饼等，也是酿酒佳料，经济效益明显。11月初，该乡种
植的200亩荞麦即可进入收获期，每亩收入预计可达近千元。

本报记者 叶寒青 县委报道组 肖靓 摄

遂昌：荞麦花开喜迎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