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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茶茂，一春的阳光雨露藏在每一口新茶里。旁人饮茶道鲜，仙居安岭的茶农道出的却是致富的故事。

2月11日夜晚，赶在春茶上市前，一场座谈会在安岭“聊”上了。村干部、茶农、乡贤与县领导围坐一团，聊的就是怎么把茶叶生产好、怎么把茶叶卖出去、怎么让茶农

的收入涨一涨。

提问题、给建议、出方案、解难题⋯⋯一月时间一晃而过。

3月11日，叶朋飞在朋友圈预告，新茶开炒。今年，他们炒制的茶叶不仅有手炒还有机炒，销售也不再局限于茶青。成品茶的新包装、销售的新渠道、那晚提到的包

装销售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更加精细的产业规划正在进行中。他们有预感，今年的茶定能买上好价钱，而且会越来越好。

这个春天，变化的不止安岭，还在仙居的各个角落发生，让整个仙居都透出一股鲜活劲儿。

走在基层，俯下身子，才能听到基层
的声音，了解百姓的难处。既然有难处，
就来深入聊一聊，寻找破题良策。

田间地头就是跟群众聊致富经的最
好场所。2 月 11 日晚，座谈会的第一站
就定在仙居最偏远的安岭乡。为了更好

地了解安岭乡发展现状，仙居有关部门
派出 3 个调研组对安岭 9 个村进行全覆
盖走访调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产业
种植情况、村里需改善之处⋯⋯都是些
实实在在的内容，我们针对在村百姓、在
外乡贤、村镇干部准备3份问卷，从多角
度了解安岭现状。”仙居县委政研室副主
任尹骁俊介绍，他们一共发放问卷 110
份，根据问卷分析得出种植方式、施肥方
式、采摘方式、制作方式、包装方式⋯⋯
每一道程序都有可能对茶叶价格造成影
响，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包装和销售。

“同样一座山，隔壁缙云村子的茶叶
卖得出上万元的价格，我们安岭村子的
茶叶就卖不出高价。今天我们来，就是
一起找原因解难题，给我们茶叶产业发
展再推一把。”听完问卷分析，仙居县领
导就给茶农们鼓劲。针对问卷中提到的
问题，现场的干部、专家、茶农挨个讨论，
对于无法现场解决的种植方式和选品问
题，交由相关部门对点联系，负责跟进解
决。针对包装盒销售问题，仙居县委、县

政府提出创建“神仙大农”区域公用品
牌，将其作为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促
进农旅深化融合的重要抓手。

3 月 15 日，仙居县“神仙大农”首家
线下实体店（白塔旗舰店）投入试运
营。广度的蜜、安岭的茶、湫山的油、朱
溪的米⋯⋯50 余款仙居自营产品、8 个
母子品牌优秀农产品，在“神仙大农”统
一品牌的加持下，开始走向千家万户。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产品终获
价值实现，成为仙居共富工作的新亮
点。

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产业发
展的难点在哪里？山区县高质量发展还
需哪些助力？⋯⋯在田间地头寻找富农
之道，在生产车间了解企业之难，在文化
礼堂倾听群众心声，在思想碰撞中激发
新思路、好想法。2 月以来，全县 20 个
乡镇（街道）已开展入村入企夜谈600余
次，拟定“共富对策”73条。

一问一答间，夜谈成了一座桥梁，一
头连接民生民情，一头指着发展方向。

田间地头谈富民之道田间地头谈富民之道

作为全省首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缩小城乡差距领
域试点，仙居不断寻找乡村振兴、强村富民、缩小城乡差距
的新路径，也总结出以共富需求库、共富对策库、共富项目
库、共富建议库、共富督查库、共富样本库、共富先进库为
主体的“七步法”。要求干部不仅要问需于群众，还要对
群众积极回应、引导致富、拜师求学。同时，对干部提出
更为精准可衡量的监督考察办法，要求每场夜谈之后都
进行复盘提升，并长效坚持夜谈。

目前，仙居县四套班子领导、所有乡镇（街道）和部
门，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夜谈”活动，并根据每次活动主
题及涉及领域，采取实地调研、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座
谈交流、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进行，以上张乡的“三字
经”、埠头镇的“埠八样”、白塔镇的“六个不闲着”等为
代表的独具特色的乡镇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同时，根
据活动开展对象，分群体、分类型精准设计主题问卷，
以全走遍、全覆盖为标准，合理抽取样本，深入摸排调
查，全面细致掌握一线民情民声。根据调研结果系统
梳理群众、企业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逐月迭代更新，
形成“共富需求库”。

“旅游是仙居的‘热门词’，但是仙居有多少个热门景
点？除了神仙居之外，还能去哪儿游玩？路线怎么走？最
能代表仙居的介绍词是什么？”在“‘共富’青年说‘仙锋’青
年行”研学活动上，神仙居旅游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杨俞娟作为导师连连发问，让青年代表和青年宣讲员们陷
入沉思。发展的当下，对于干部、青年们的要求更高了，要
求他们以“空杯”心态拜师学艺，一方面了解仙居发展态
势，宣传好仙居的长处；另一方面要知道仙居发展的短板，
思考其解题方向。

时光不语，在仙乡大地上点点滴滴的变化都成了美
好生活的见证。“现在我们干部对照问题、列出服务清单、
标记解决进度。有现场解决划去的；也有现场解决不了，
需要在额定期限内回复的；还有针对普遍性、深层次、老
大难问题给出相应对策，记录落实情况的⋯⋯力争做到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仙居县共同富裕专班负责人
张晖说。

缩小差距定富裕机制

说一千，道一万，“干”字是关键。了
解到村里低收入群体经济来源主要在来
料加工上，田市镇水阁村依托农业产业
服务中心打造 2400 平方米的“共富工
坊”示范样本，推动来料加工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有效盘活村内富余劳动力，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针对山区
县缺少医疗、教育、人才等资源，省结对
帮促仙居团组各成员根据自身资源优势
纷纷提出帮扶思路，引资源，促项目，今
年的帮扶计划已经排得满满当当。针对
发展好旅游这篇大文章，神仙居旅游度
假区开发中心围绕旅游推广、人才引留、
产业升级、文化挖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为下一步校企联合、村企联动明确
方向。

3 月下旬，仙居又有了新计划——
“让农民持股、村集体入股”农村共富“两
个计划”开始实施。这是当地推进共同
富裕工作的又一次重要尝试。

据统计，2021 年，神仙居景区游客
人次达 142.1 万，营业收入达 2.62 亿元，
分别较 2019 年增长 136.4%、197.6%，
分别较 2020 年增长 126.4%、247.6%。
旅游业带动新增非农就业岗位25200多

个，人均纯收入 4.3 万元，民宿和酒店住
宿率同比 2019 年增长 30.2%，全年全县
民宿入住率超过60%。

作为神仙居景区和仙居国家公园核
心区，淡竹乡掌握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转化密码，把旅游作为撬动乡村经
济的杠杆，将民宿产业作为乡村旅游升
级发展核心业态，做足了“山水+乡村旅
游”文章。截至目前，淡竹乡共有民宿
200 家，床位 5000 多个，日接待游客可
达2万余人。

座谈中，部分民宿主反映有资金需
求、村干部则反映了低收入农户持续增
收难，于是我们与仙居农商银行对接，通
过‘共富贷’让低收入农户抱团投资到有
资金需求的民宿。”淡竹乡党委书记李鸿
凯介绍，通过金融赋能为低收入农户提
供保障和服务，让民宿和低收入农户结
对帮扶，既助推了民宿产业提档升级，又
带动了低收入农户增收。

据悉，为积极响应仙居县委、县政府
提出的农村共富“两个计划”，让农民持
股、村集体入股，推动低收入群体、集体
经济相对薄弱村收入倍增，仙居农商银
行专门定制“共富贷”贷款产品。通过探

索“银行贷款资金支持、低收入农户抱团
投资、企业创利反哺”的合作共富模式，
实现低收入农户双倍增收目标。

“乡里做了件大好事，让我们又多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淡竹乡下叶村的低收
入农户齐小珍高兴地说。而云淡淡天蓝
蓝民宿的老板赵鑫鑫则表示，对民宿的
发展前景信心满满，同时也很高兴能带
动周边的村民增收。

截至目前，仙居通过“夜谈”共收集
到意见建议 120 余个，已解决问题 50 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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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仙居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