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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礼堂、大事记长廊、“浩
气长存”纪念碑⋯⋯走进北乡革命纪
念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每位来
访者都能切身体会到北乡革命精神和
厚重的红色文化。

仙渡是莲都区唯一所有行政村都
是革命老区村的乡镇，目前已挖掘红
色遗迹24处，粟裕、刘英等革命先辈曾
在这里战斗。仙渡百姓自发筹建的北
乡革命历史纪念馆，已接待各级党员
干部、青年学生等 7000 余人次，如今
已成为新的红色地标。

近年来，仙渡乡全面盘点“红、绿、
旅”资源和散落在各村的乡、村两级闲
置资产，系统梳理并谋划了红旅融合
乡村休闲带建设项目。北乡革命纪念
馆、红色古街、和合古道、水果采摘园
等已“串点成线”。

“学在仙渡”红色研学路线，共接
待游客 10000 余人次。红色体验中
心、“南山拱秀”古建筑等目前正在建
设，建成后将委托第三方经营，提供住
宿房间 28 个，能同时容纳 50 人就餐、
住宿，“红色桃花小镇”的游客接待能

力将得以大幅度提升。今后，“农事体
验+红色研学”等业态，将为农户和村
集体带来资产性收入。

除此之外，仙渡还与宁波联安、丽
汽集团等4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年
新引进至逸文化、中农智康、泽福养老
等6家企业，涉及养老服务、文旅度假、
甘薯种植、工程管理等相关业态。未
来，仙渡这片红色热土将实现从欠发
达山区向“发展标兵”的美丽蜕变。

结合本地实际，利用当地资源，发
展产业、制定项目。随着省级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核心区项目的逐步
推进，仙渡乡凭借生态优势、红色资
源、产业特色已形成了一条一二三产
全面融合的发展新路径，让致富成果
看得见、摸得着，百姓享受得到。

红旅融合打开发展新路

从丽水市区往东北方向驱车 28 公里，便进入莲都区仙渡乡。行至乡间，只见仙渡溪水清澈见底，水中有成群的溪鱼，清溪两岸

农舍俨然、白墙黛瓦。返乡的村民纷纷盖起了小洋楼，还在临水的门庭前设起了茶座。清明采茶叶，春夏销鲜桃，秋冬挖红薯。闲暇

时，还能接待慕名来到这个革命老区游玩、研学的游客，在仙渡乡每位村民洋溢的笑脸中，不难窥见“幸福”的影子。

这样美好的景象，离不开今年以来仙渡乡开展的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红旅融合乡村休闲带建设

项目、莲都仙桃园迭代振兴项目、甘薯现代产业园提升项目和人居环境改造提升项目4个子项目，总投资4450万元。

仙渡乡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基点，以守住红色根脉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快

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仙渡乡桃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乡强村公司）为实施主体，以“红韵

遗风 桃醉仙渡”为主题，主打“红色和生态”气质，着力打造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革命老区山区样本。

仙渡红色小品实景

（（本版图片由莲都区仙渡乡提供本版图片由莲都区仙渡乡提供））

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打造新时代山区样本

莲都仙渡乡：三产融合 百姓喜尝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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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个番薯厉害了，足足有 8
斤重！”这两天，正是番薯丰收季，在仙
渡乡仙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淀粉加
工厂），工人们正在搬运当地村民收获
来的番薯，其中一个长势非同寻常的
大番薯，让大家惊奇不已。

“我家去年只种了一亩地的红薯，
就增收了三四千元，看到厂里效益这
么好，今年又多种了好几亩。”仙渡乡
皂树村村民周慧平笑得合不拢嘴。淀
粉加工厂是甘薯现代产业园提升项目
中的一个子项目。每到甘薯成熟季
节，厂里就会收购农民收获的甘薯，并
将甘薯通过多个步骤深加工，生产优
质纯甘薯淀粉、甘薯条、甘薯粉丝等产
品。

据了解，淀粉加工厂不仅解决了
农民种植的农产品销售困难问题，为
附近村庄提供了数十个工作岗位，同
时每年还能获得数百万元的营收。自
2021 年 11 月初，淀粉加工厂一开厂，
便带动仙渡乡 285 户农户种植甘薯
315.7亩，在实现年销售额103万元、投
资入股村集体获得 11%的分红收益的
同时，为农户亩均增收3500元。

近年来，仙渡乡盘活了200万元资
金支持甘薯产业。出台低收入农户种
植甘薯补贴政策，鼓励村民积极种植
甘薯，保障甘薯供应源头。为了保障
甘薯种植质量，仙渡乡还借力浙江农
林大学薯类所、丽水市农科院快繁中
心等机构的平台及资源，开展气雾化

克隆栽培、未来垂直农场发展、甘薯巨
木化栽培等方面的研究，提高种植效
率。今年全乡种植甘薯 1000 亩，产量
2000 吨，有力推动了农村闲置劳动力
就业增收。

为了让仙渡的番薯更有品质，仙
渡乡根据省级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
区核心区建设项目要求，还谋划建设
了甘薯产业升级种植基地——小香薯
基地。该乡强村公司租用南源村流转
的“非粮化”土地，采购小香薯苗后进
行种植生产，并与乡政府招商引资的
企业签订收购合同，保障香薯销路。

强村公司一方面雇佣闲置劳动力
参与耕种，为低收入农户创造了在家
门口就业的机会，带动村民种植小香
薯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依靠销售小
香薯创造的经营性收益，用于村级公
共事业，实现了村民共建共享。

在仙渡甘薯公园，两个巨型的甘
薯馆已初具规模，分别是集生产、科普
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甘薯“吉尼斯”馆
和甘薯“联合国”科普馆，另外4个包括

“飘雪球”种苗休眠馆在内的场馆也在
建设中。这些场馆由国内薯类专家浙
江农林大学陆国权教授和丽水市农科
院徐伟忠教授提供技术支持。未来，
这里将会成为一个集种植、实践、研学
于一体的番薯公园，包括盆景展示区、
文化展示区、主题形象雕塑、新颖栽培
模式观光园等，不仅好玩好看，还有满
满的科技味儿。

番薯也带科技范儿 提到仙渡乡，不得不提仙渡乡的
桃子。这是仙渡乡的主导产业，如何
让仙渡桃做到“精、强、大”，莲都仙
桃园迭代振兴项目便是其中的亮招
之一。

近日，在仙渡乡永华蓝莓专业合
作社的种植基地，农技站站长叶炜现
场指导合作社负责人沈永华，给桃树
修剪枝丫，为来年的桃子丰收做准备。

“今年桃子质量好，产量也高，销
路也宽了，桃园的山路打通了，我们运
输方便了，大家也种得高兴。”沈永华
开心地说。

今年以来，为了改变仙渡桃缺乏
品牌化、面临整体销售辐射区窄的困
境，仙渡乡新建桃园道路 9 千米、水肥
一体喷滴灌设施、山地轨道车3千米，
更新桃树品种 1 万株，推广老桃园
连作障碍、果桃套袋等标准化种植
技术；与浙江大学合作实施 300 亩
桃园现代化提升改造项目，选定何金
富村核心桃生产区，通过建设无人机
信息感知与智能作业系统、山区桃树
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天空地一体化
智慧桃园综合平台、虫害防治系统，促
使精品作物产量提升、资源利用率提
高，水、肥、药施用量减少，实现农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探索。

此外，仙渡还建设了600立方米仓
储冷库，1500平方米桃干、桃酒等桃产
品加工车间，并依托邮乐购等网络平
台搭建公益助农销售平台，构建“精品
网售、良品统售”的分级销售模式；搭
建网红直播室、桃产业农机服务中心，
开发“桃源仙渡”网上商城，使传统桃

产业搭上时尚“新列车”。今年，仙渡
乡强村公司以高于市场价 2 元/公斤的
价格收购“燕红”桃 17000 多公斤，销
往杭州等地，实现了农民和村集体收
入的“双增”。

仙桃搭上“时尚列车”

北乡革命纪念馆内景

仙渡桃大获丰收仙渡桃大获丰收

仙渡乡番薯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