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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肥糖甜药材香 串起八婺“丰”景

“兰江蟹” 胡肖飞 供图
千亩兰江蟹“钳”动大产业

范祎婞

这段时间，武义县白姆乡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翻土、平整、开沟、下种，在农技员指导
下，11 个村的党员示范户在田里种下一垄垄浙贝
母。“在白姆，浙贝母种植还是第一次，乡党委谋划
了这个共富项目，党员能够带头种植，为村民探索共
富路，大家都很有干劲！”白姆乡白姆村党支部书记何
有德信心十足。

今年 10 月，白姆乡以“政府搭台垫资、支部组织统筹、
党员出工出力、收益上交集体”的模式，打造浙八味中药共
富示范基地，金华市金东区东孝街道桥头村、叶明村向其结
对村白姆村、横山村捐赠浙贝母种子 1200 斤，预计每亩可收
入上万元。

作为“百镇共建强基”行动的共建单位，东孝街道和白姆乡在农
业发展、助残项目、招商引资、产品销售平台等项目上共议思路、拓宽
渠道，推动组织共建、经验互享。除了创建“浙贝种植基地”，两地还根
据实际，在扩中提低上寻找现实途径。

“我们在这里上班，不仅能领工资，还能做康复训练和心理辅导。”在白
姆乡首个“工疗车间”，村民伍忠武开心地说道。38 岁的伍忠武因为车祸高
位截瘫，曾一度待在家里不愿出门。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车间的管理者，负责
大家的上下班管理工作。

伍忠武口中的“工疗车间”，是东孝街道以及白姆乡依托“百镇共建强基”行
动，整合多方力量打造的残障人士就业平台。在这里，和伍忠武一样，因身体原因
无法从事普通工作的残障人士可以边就业边康复，获取劳动报酬的同时依靠自身
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在东孝街道牵头下，白姆乡已成功引入‘武竹林业’等 3 家企业，实现本年度招商
引资‘零’的突破。”金华金东区东孝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晨飞介绍，引入的3家企业涉及建
筑工程、信息技术、农业产业等相关领域，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企业投产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正常运营后实现年产税收100万元以上，对推动白姆乡乡村共富
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此外，东孝街道还向白姆乡出资共建专项资金50万元，用作“厂房规范化改造”“毛竹初加
工”“创建浙贝母种植基地”三个项目创建的启动资金。目前厂房规范化改造项目已建设完成，
后期将入驻厂房并投资生产，盘活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东孝街道组织委员俞诤介绍，“百镇共建强基”行动开展以来，东孝街道和白姆乡频繁开展乡镇
（街道）党（工）委和两地各村党支部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了密切联系、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白姆
乡政府不定期到东孝街道的村一级党支部学习，共富实践路径不断深化，双方正携手努力，走出一条
切合两地实际的共建共享共美的新路子。

“东”风借力
贝母飘香
方 璟

从义乌市阳光大道转入乡间小路，车行5分钟，一
拐进福田街道官端前村，空气中若隐若现飘来一股甜甜

的味道。在该村“商城红”共富工坊的封闭式生产加工车
间内，熬糖的大锅一字排开，熬糖师傅拿着长勺不停地来

回舀着锅里的沸腾糖水，甜蜜的香味沁人心扉。“通过标准
化生产工序，既规范生产标准，提高生产效率，又留住记忆中

的原始风味。”工坊负责人骆遥说。
红糖是义乌传统农业“三宝”之一，种植甘蔗榨糖已有400多

年历史。现如今，红糖不仅是农产品，更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是一
项名副其实的“甜蜜事业”。在义乌，这份“甜蜜事业”该如何“出

圈”？在“商城红”共富工坊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商城红”共富工坊打破传统的农业管理方式，目前由义乌市雅荷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官端前村下属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
经营。工坊依托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培训、推广优质

种苗、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提升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产技能，推动农产品
增产提质，增强农民致富创富能力。
“商城红”共富工坊以产业发展集成资源、整合力量、放大效应，项目实施

以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架起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致富桥”，打造强
村富民新场景，推动村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铺起家门口的“致富路”。
“我们通过项目化的运营，邀请了官端前村集体、浙江农林大学等参与，把共富

工坊做成真正的共富项目。”骆遥说，“同时，我们也通过延伸产业链，带动福田街
道的 11 个村成为共富‘合伙人’。”为此，福田街道建立了一名街道领导、一名驻村

干部、一名村两委联系工坊的“三个一”联系制度，并安排红色管家对工坊建设发展
全过程指导。

“红糖及其衍生产品的产销季毕竟只有几个月，因此我们也正努力通过拓展产业外
延，拉伸田间收益周期来做大蛋糕。”骆遥介绍，近年来，在福田街道和相关单位的统筹

协助下，“商城红”已流转福田街道 11 个村 1800 余亩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多形式、多
类型农业增产增收项目。
“商城红”浙江省阳光工厂建设、“新农匠”培育计划、农产品电商孵化、农产品社区团购、新

品种引进栽培技术示范推广、清塘村农业“双强”项目、福田·磐安新渥电商助农项目等一批共
富实践项目纷纷落地生根。

11个村因时因地因需各有特色，官端前村的糖蔗和莲藕、全宅村的高粱和小麦、前店村的草
莓与西瓜、白岸头村的玉米、下华店村的水稻⋯⋯“一村一品”让“商城红”有了“全年红”。目前，

“商城红”共富工坊实现每年为就近农村闲置劳动力提供 150 余个就业岗位，农户工资性增收 200
万元，官端前村集体年分红25万元以上，11个村的村民每年土地收益260万元。

甜蜜事业
致富“出圈”
龚盈盈 何贤君

12 月初，寒风萧瑟，兰溪市永昌街道丰集家庭农场蟹塘内，却是一派
热火朝天景象，最后一批肥硕的兰江蟹被陆续装箱。“今年 100 亩池塘

的兰江蟹产值近 120 万元，预计亩均收益 1.2 万元左右。”丰集家庭农
场负责人童建丰说。

近年来，兰溪市永昌街道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实践新路
径，立足兰江蟹养殖优势，聚焦创富串联乡村协同发展，助力兰江

蟹打出品牌效应。目前，永昌街道兰江蟹养殖面积达 2000 余
亩，年销售量超百吨，已实现千万产值。

2020 年，5 位养殖大户村干部带头成功试养 240 亩兰
江蟹。2021 年，以童山村、夏李村、下畈村、上石桥村、后

胡村 5 个相邻村为核心，引导周边 12 个村和农业银行
永昌支行加入，联合开展“蟹”逅美味活动，进行技术

探讨、思路拓展、活动合作等，形成了兰江蟹产业示
范带。

“以前，永昌的蟹农都是单打独斗，蟹的品质参
差不齐，产量很低。”“蟹”逅美味活动开展后，村民

纷纷加入养殖行列，目前共辐射吸纳养殖户80
余户，并由党员主动结对27名蟹农，点对点提

供技术服务、政策宣传等。
珍珠养殖户何林仙在结对党员的帮扶下
主动转型养殖兰江蟹，30 亩池塘今年养

了 3 万多只螃蟹，长势良好，一年收益
近 50 万元。据悉，兰江蟹养殖户每

年还可享受 500 元/亩的养殖面积
补 贴 及 500 只/亩 的 蟹 苗 补 助 。

永昌街道纪工委坚持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成效，全力保障惠农

政策落实到位。
为破解“养殖小户”力

量 薄 弱、动 力 不 足 等 难
题，永昌街道成立了李

渔家兰江蟹专业合作
社 ，由 合 作 社 统 一

注册商标、明确商品规格、提升产业标准。在“兰江蟹”品牌价值加持
下，亩均收益从原来的 6000 元/亩涨到 1 万元/亩，成功突破万元大
关。同时，该街道邀请农技专家提供“把脉”式技术指导服务，不断
提升兰江蟹品质及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依托专业指导和良好生
长环境，蟹农口袋也慢慢鼓了起来，百凤林村的养殖户仅兰江蟹
收入就有 240 余万元，加之河虾混养，直接经济产值达到了 310
余万元。

在今年的“百镇共建强基”行动中，兰溪永昌街道组织李渔
家合作社前往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开展现场交流、实地考察、销
售帮扶等，提供养殖技术培训和日常管理指导，丰集家庭农
场更与周边养殖场强化资源互通，带动水亭蟹农共创富
裕。

永昌街道还积极谋划“有戏有味‘蟹’逅夏李”节
庆活动，开展“兰江蟹王”争霸赛、烹蟹宴擂台赛等
项目，吸引游客千余人，切实提升了兰江蟹美誉度
与影响力，同时，整合旅游资源，推动兰江蟹产业
与乡村旅游互融互促。百凤林村在原有卡丁
车越野基地基础上，新增“兰江蟹”垂钓项目，
农旅结合的路子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养殖
户增收 20 余万元。

近日，“李渔家”旗舰店在兰溪市区正
式开业，有效解决了兰江蟹市场渠道多
但品质良莠不齐的问题，同时进一步
整合了李渔家茶、家饼等系列农特产
品，打造永昌标志性产品成果。永
昌街道依托李渔故里地理优势，
注重讲好“李渔与兰江蟹”的故
事，以“线上直播+线下展销”
形式积极拓宽销售渠道，精
准助力“兰江蟹”出村进城，
成功销往杭州、上海等地，
有效缓解了销路单一竞
争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