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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常山县许多民宿游客“爆
满”。“常山漫居”民宿品牌再次打响。

8 月 15 日上午，在季意民宿游客接
待室，提着行李箱的客人围满前台，依
次进行入住登记。民宿主人季雪英表
示，类似的忙碌场景几乎天天“上演”，
民宿日均接待客人约150人。

“早就听说这个民宿风景优美、食
宿优质，趁着放假就和朋友一起来玩。”
游客祝佳月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说。季
意民宿位于当地金川街道十五里村，是

“常山漫居”精品民宿之一。从 2020 年
营业至今，季意民宿就以“吃得安心、住
得舒心、玩得开心”为待客宗旨，打造出

集食、宿、游于一体的“山水庄园”。在
这里，不仅可以吃到民宿农场种植的绿
色食材，还可以享受垂钓游湖、烧烤赏
景的乐趣。“今年受疫情影响，杭州、上
海等外地游客减少，市内游客大幅增
多，民宿总体营收不降反升。”季雪英
说，下一步，民宿将打造自助厨房、露营
区、活动区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游
客体验。

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
这一家。近年来，常山县依托优质的生
态资源和独特的文化禀赋，大力发展精
品民宿产业，持续打响“常山漫居”品
牌。截至目前已成功创建全国首批甲

级民宿 1 家，省级高等级民宿 12 家，
“常山漫居”精品民宿 30 家、民宿村 2
个，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
风景。

如今，现有民宿不断升级，新建民
宿紧跟登场。在招贤镇大溪沿村，总建
筑面积 9000 平方米的万金滩度假民宿
项目初具规模。“项目从 2021 年 3 月开
工，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完工，正准备验
收。”万金滩度假民宿负责人方秀君介
绍，该项目是县内的重点民宿之一，总
投资 3000 万元。下一步将对其进行室
内装修，预计元旦可以营业开放，届时
将提供住宿、宴席、会议、农特产品售卖

等多种服务。
“从今年暑期来看，全县精品民宿

营业额有 10%左右的增长，粗略统计
30 家精品民宿的营业总额在 450 万元
左右。”常山县民宿协会秘书长杨建平
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家民宿“精炼
内功”“开放赋能”，不断开拓露营游、种
植游等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打造旅游
新亮点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出行。接下
来，协会将联合县文广旅体局，进一步
加强民宿与文旅之间的连接，针对各家
民宿不同的区位与特色，梳理研学旅游
路 线 ，助 推 民 宿 产 业 和 旅 游 业 共 同
发展。

小民宿有大流量
“常山漫居”助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李玲倩 陈王宁

汪宇露

8 月 8 日清晨，在开化县杨林镇号
岭村，67 岁的村民余汉女推开房门，步
行来到离家不远的玉米地。4 个月前，
村集体将流转而来的 70亩闲置土地用
来种植玉米，余汉女每天准时“上班”帮
忙种植、采摘，“一天就能赚 100 块，大
伙干得可开心了！”

和余汉女一样，号岭村还有 30 余位
村民穿梭在田地中，动作娴熟地“掰”下一
个个籽粒饱满的玉米棒，脸上洋溢着收获
的喜悦。当天，村民采摘的1.3万斤玉米
被运送到附近的晓贤家庭农场，由农场负
责统一销售。“作为杨林镇‘奔富工坊’示范
点之一，我们农场为村集体免费提供种
子、技术、销售等一条龙服务，这也有利于
我们自身进一步打响品牌、打开市场。”晓
贤家庭农场负责人程晓贤介绍。

号岭村地处大山深处，留守的多是
老人，造成部分土地闲置。为了促农增
收，今年以来，杨林镇统筹号岭村、霞光
村、川南新村等3个村资金，与晓贤家庭
农场合作，采取“家庭农场+村集体+农
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实施200亩时鲜玉

米种植项目，预计每年带动 3 个村平均
新增集体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

“流转闲置土地种植玉米，不仅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也让不少老人在家门
口实现增收。”号岭村党支部书记傅远
飞说，在“奔富工坊”模式的带动下，晓
贤家庭农场全程“代管”，村民既有“租
金”又拿“薪金”，仅玉米一项每人年收
入增加7000余元。

不仅是共享农场式“奔富工坊”，杨
林镇还依托动漫卡牌文化产业，鼓励各
村整合村内闲置场所改建为厂房式“奔
富工坊”，通过优惠承租、适当补助等方
式，牵引原先的“低散乱”来料加工点等
生产场所撤并归入“奔富工坊”，吸纳周
边富余劳动力。

目前，杨林镇36家“奔富工坊”已挂
牌经营，其中 4 家镇级示范点，共带动
12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今年上半年，
杨林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324.24 万元，
同比增长63.49%，实现了半年红。“下一
步，杨林镇将推出‘奔富工坊’准入机制，
培育一批示范点，招引一批市场主体，实
施一批示范项目，最终实现强村富民。”开
化县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应梨群说。

小工坊做出大文章

连日来，常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蓝焰U+”青年志愿服务队联合县春泥公益协会，深入芳
村、球川等多地，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专项教育系列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问答、体验救援
设备等方式，传授消防安全知识、火灾报警方法、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做好暑假期间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留守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其自防自救能力。 江琪 王苗苗 摄

“这里有专业人员照顾，吃饭有精
心准备的营养餐，还有活动场地和健身
器材，居住环境也很舒心。”近日，衢江
区廿里镇塘底村 87 岁独居老人吴财海
来到斋堂新村“幸福大院”，体验了一系
列 养 老 服 务 后 ，预 订 了 老 年 陪 护 理
疗房。

斋堂新村“幸福大院”由衢江区民
政局、廿里镇政府、塘底村集体和华友
钴业共同建设，设置了共享食堂、托老
托幼生活服务区、医共体健康服务区、
棋牌活动室、康养理疗室等。“村里现有
常住人口 1900 余人，其中‘一老一小’
占比 40%。”塘底村党支部书记吴六耀
介绍，今年 8 月“幸福大院”全面启用

后，“共享食堂”可为村内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提供价格实惠、菜品丰富的堂食
和送餐服务，“儿童之家”可在周末和节
假日集中托管儿童，“康养理疗室”可为
老人提供居住和理疗服务。

衢江区有常住老年人口 9.76 万，山
区库区乡镇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50%。
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增长、服务场地
有限、供给内容单一的现状，近年来，衢
江区探索实施“幸福大院”工程，打造集
居家养老、卫生健康、儿童关爱、公益志
愿和个性化服务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并列入2022年民生实事项目。

“‘幸福大院’利用村集体闲置用房
和建设用地进行改建或新建，由村（居）

委会主办管理、乡镇一级管理监督、区
民政部门业务指导，引入社会组织、专
业社工、志愿者参与日常服务工作。”衢
江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吕亚庆介绍，衢
江区还组建了一支由民政工作人员、街
道村社网格员、“幸福大院”专职社工组
成的爱心服务队，对空巢独居、失独失
能老年人等特困对象开展上门服务，累
计服务对象超500人次。

岭洋乡柳家村“幸福大院”、峡川镇
下叶村“幸福大院”内的老年食堂由乡
贤发起，支出来源以乡贤捐赠为主，为
老年人免费提供中晚餐，每天固定来吃
饭的老人有 100 余位，解决了村里老年
人的吃饭问题，也让他们在外打工的子

女没有了后顾之忧。衢江区还上线推
广“老来帮”应用，设置助餐、助行、助
浴、护理、助医等养老服务功能，搭建

“远程医疗+亲情可视通话”场景，老年
人自主下单，工作人员上门服务。“老来
帮”应用已按需开展服务 300 余次，实
现“云诊”服务200余次。

目前，衢江区已建成“幸福大院”7
个，辐射辖区内 1.9 万名老年人口。“按
照‘幸福大院’建设三年行动方案要求，
到 2024 年底，将在全区 20 个乡镇、街
道的35个主要村、社区建设35个‘幸福
大院’，总床位达到 1000 张以上，基本
实现幸福养老服务全覆盖。”衢江区民
政局副局长吴迎春说。

老有所养 幼有所托 弱有所扶

衢江“幸福大院”托底一老一小
邹乡月 丰莉莎 朱思萱

方争游

“你手上做的是什么呀？”8月9日，
笔者走进开化县华埠镇龙太村农户叶
芝艾家中，看到叶芝艾正在做来料加
工。“我现在做的是乡贤引进的节日礼
物‘大爱心’，一天能做 100 多个，可赚
加工费二三十元。现在还是刚开始做，
等以后熟练了会多做点，估计一年可赚
1万多元。”叶芝艾边做边说。

56 岁的叶芝艾，儿媳常年在外打
工，叶芝艾夫妻俩在家帮带两个孙儿。
来料加工，可以在家里做，既能照顾两个
小孩，又能赚钱，正合她意。叶芝艾说，
有机会赚钱不要嫌少，能赚一点，就多一
点，积少成多，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像叶芝艾一样从事来料加工的全村
有80多人，她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妇女。”
村党支部书记童德茂说，龙太村地处开化
东部，是华埠镇偏远的小山村，年轻人都
基本外出务工或创业，在家的大多是留守
妇女和老人。为增加在家村民收入，村里

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通过种
植油茶、红高粱、食用菌等多种经营发展
生产；另一方面发动乡贤引进来料加工项
目，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就业。

今年7月，在衢州经商多年的乡贤王
忠维牵线，成功引进来料加工节日礼物

“大爱心”加工项目。“我们首次共签下节日
礼物‘大爱心’来料加工订单30万元，目
前，第一单6.68万元已完成，第二单10万
元正在交接中。”负责来料加工的村干部
左伟明说，看到在家的村民有活干，有钱
赚，干起来，忙起来，他感到无比高兴。

“这是我为家乡引进的第一个来料
加工项目，接下去，我准备为家乡引进
更多的项目、更大的订单，一个村来不
及做，可以扩大到周边村，带动更多的
村民增加收入。”王忠维说。

“下一步，村里计划投资 200 余万
元，建一栋建筑面积 1700 平方米的农
业产业用房，为有意愿的乡贤发展来料
加工提供场所，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助力共富。”童德茂说。

来料加工 助农增收

汪 耘 姜城程

日前，衢州市工业主战场智造新城
传来喜讯：今年上半年，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743.5亿元，同比增长14.2%，产
值占全市 55%；其中 6 月产值 137.2 亿
元，同比增长19.3%，增速全市第一。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经
济环境，衢州智造新城勇挑重担，聚焦

“工业强市”，紧盯时间、任务双过半的
目标，通过培大育强，促进工业经济保
持良好韧性，持续稳健发展。

浙江中天东方氟硅材料有限公司上
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1.55%，下游有机硅
新材料项目一期完成4亿多元的投资，正
在联动调试中。企业负责人介绍，上游单
体扩能项目于8月开工建设，届时公司单
体产能将从10万吨提升至30万吨。上下
游两个项目总投资预计超20亿元，全部完
成后，将重回有机硅行业前列。

衢州智造新城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40家培大育强目标企业支
撑作用明显，产值 5 亿元以上企业达到
30 家，实现产值 640.2 亿元，同比增长
16.5%。如华友系、巨化系表现亮眼，
中天氟硅、杉杉新材料、中宁硅业产值
翻倍。氟硅新材料、锂电新能源、电子
化学材料、芯片及传感器等四大主导产
业高速增长，增幅均超三成，最高的锂
电新材料达67.2%。“时代锂电”10万吨
前驱体项目 8 月调试后，产能将进一步
释放；新型轻质叠瓦组件投产后，光伏
相关企业产值有望翻倍。

值得欣喜的是，发展后劲强劲。今年

以来衢州智造新城投资全线提速放量。上
半年，在库投资项目265个（产业项目255
个），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2.45亿元，同比增
长15.51%（增速全市第一）。12个省“4+
1”项目、6个省集中开工项目、7个省重点项
目开工率达100%，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74%、51%、78%。接下来，预计新能源“三
电”项目、晓星高端BOPA薄膜项目、三时
纪新材料项目、瑞泰电解液项目等12个总
投资284.71亿元项目均可实现开工。时代
锂电、巴莫科技、东鹏特饮等一批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有效投资有望进一步走高。

“内外双循环”支撑高质量发展。
外贸服务精准靠前，金瑞泓成为全省首
批 12 家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一体
化布控查验模式试点企业之一，通过

“口岸外形查验+目的地综合处置”的
联动模式，降低了风险，提高了通关效
率。通天星成为衢州市首家申请并通
过RCEP项下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可实
时出具原产地证明的企业。

培大育强的另一大成效就是企业上
市加速，梯队形成。目前智造新城已过会
企业1家，报会企业4家，在辅导企业3家，
拟重点培育上市企业 12 家，力争到 2025
年底智造新城上市公司数量达到20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电子化学
品、锂电新材料等六大主导产业，聚焦
产业培育，持续招大引强，坚持培大育
强，加快企业转型，在打造十个‘桥头
堡’的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体现新作
为，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为衢州市

‘两个先行’示范窗口建设贡献力量。”
衢州智造新城主要负责人说。

培大育强促稳健发展培大育强促稳健发展

为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形成“人人倡导‘浙风’，人人践行‘十
礼’”的良好氛围，日前，开化县创建
办联合团县委招募了 40 余名开化籍
返乡大学生，开展“绘浙风十礼，展文
明开化”活动。

余晓群 摄

“是不是我交公积金 6 个月后，符
合相关条件就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那我的贷款额度是多少？”日前，在龙游
县塔石镇钱家村，龙游县“小县大城 共
同富裕”农民集聚转化专班联合衢州市
公积金中心龙游分中心举办“公农贷”
政策答疑会，村民倪志军在会上向工作
人员咨询。

倪志军想在龙游县文成安置小区
购买一套 160 平方米的房屋，但算来算
去资金上还有一定的缺口。“缴纳公积
金后，能贷款 30 万元，这项政策真不
错。”问清楚相关政策后，倪志军便现场

办理了公积金缴存手续。
近年来，龙游县积极探索农业转移

人口安置模式，允许农户根据当地搬迁
安置相关政策自行选择迁建安置或城
镇集聚小区安置。“我们发现许多搬迁
农民在筹措购房资金时比较困难，这也
是农民集聚转化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龙游县“小县大城 共同富裕”农民
集聚转化专班专职副主任王敏介绍，为
助力农户“搬得起”，龙游县积极向上对
接，多方沟通协调，以公积金贷款为切
入点进行改革创新，从今年开始开展

“公农贷”龙游试点。

据悉，龙游县在今年 5 月推出了
《高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暖心
十条措施（试行）》，提出将农业转移人
口纳入灵活就业人员建立公积金制度
试点范围，推动公积金制度往农村扩面
覆盖，让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业转移人
口享受城镇单位职工同等公积金待遇。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农户，在龙游
县政府指定的安置小区购房，或在镇级
迁建安置点建房，如果有资金需要，可
以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衢州市公积
金中心龙游分中心副主任吴菁介绍说，
贷款额度根据农户具体情况决定，贷款

期限最长10年，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
1-5 年 利 率 2.75% ，5 年 以 上 利 率
3.25%。

“为了让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广大
农民群体，我们通过政银合作，将公积
金服务延伸到村社一级，方便缴存农户
办理公积金业务。”吴菁说，公积金中心
推出的“公农贷”政策，降低了农民购房
贷款成本，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提高居住
水平，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据统计，目前龙游县共有 5000 多
名涉及集聚转化的农民可以享受“公农
贷”政策。

龙游开展住房公积金“公农贷”试点
罗 意 李 明

“没想到 450 万元的惠农资金这么
快就到账了，从‘江农投’手机端提交申
报 材 料 到 资 金 到 位 只 用 了 5 个 工 作
日。”8月10日，浙江星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姜亨鲁由衷感叹。

自去年 5 月以来，为破解农业项目
监管难、资金拨付进度缓慢、资金动向
掌握不清等问题，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开
发“江农投”数字化应用场景，主要功能
包括政策明白纸、资金拨付、项目储备
及日常管理、招商推介等。其中最具创

新性的是“主动感知”和“精准智控”两
大功能。该应用功能依托一体化智能
化公共数据平台，打通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乡村大脑等 8 套跨部门、跨层级业
务系统，主动感知经营主体和农民的土
地面积、种植养殖产业规模等信息，形
成主体画像，并根据用户不同特征进行
分析测评，设立用户标签。后续通过用
户标签智能匹配，变“人找政策”为“政
策找人”，实现政策精准推送。

“今年1月，我在‘江农投’储备库录

入了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项目。”江山市吉
亮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吉亮说，“3月，我们
收到了系统发出的‘可以申报家庭农场
补助项目’的提示，经过申报，目前该项
目已正式立项并开工建设，后续完成验
收即可获得补助资金20万元。”

截至目前，“江农投”已先后储备53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29亿元；完成14个
竞争性财政支农项目立项，总投资2094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995万元；2022年早
稻规模种植补贴线上申报成功试运行，

后续将开展晚稻规模种植补贴线上申
报；编制并上线产业、共富、乡建等政策
明白纸3大类34小类70篇；招商推介发
布15条项目信息，总投资30.5亿元。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打通省发改委投资 3.0 在
线审批系统、江山市投资项目全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建立资规、林业、环保等部
门联合预审的决策机制，完善项目赋
码、备案制度，强化农业项目日常管理，
全力争创“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应用。

主动感知 精准智控
江山市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整体智治

蒋 君 祝欣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