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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 谋发展 促共富

仙居311位乡村“生活委员”助力乡村振兴
徐子渊 麻洪斌

发现美 推销美

成了生活委员，再看村里，仙居
白塔镇仙景村支部委员王文华觉着

自 己 得 换 个 思 路 ，“ 得 发 现 村 里 的
‘美’，再帮着村民把这些‘美’上线销
售出去。”

这 个 灵 感 ，来 自 村 民 销 售 的 趣
事。“游客稀罕手工草帽，愿出高价买
下；农家自制的豆子、菜干，很受游客
欢迎；为了多呼吸几口清新空气，有人
出高价在村里住宿。”村民口中的趣
事，被王文华一一记下。

村民不理解，为什么家门口晾
晒的普通农货突然就有了高价，

但王文华意识到这就是乡村的
价值。这恰恰就是生活委员的

职责所在——发现乡村闪光点。
笋干、腊肉、番薯条⋯⋯细细数

来，仙居优质的农特产品有上百种，很
受市场青睐；而于农户来说，却卖不上
好价钱。这一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
是供需信息难以匹配。

为此，仙居县组建了一支村级生
活委员队伍，由熟悉村情民情、热心村
级公共事业、具备一定农产品销售经
验的村民担任。生活委员串起村民的
供货与市场的需求，打破销售壁垒，既
破难解难，也让乡村的美变成乡村的
价值。

“我家 4000 多斤小黄姜，全靠远
能，不然就烂在洞里了！”去年底，大
战乡对山村村民郑爱中的高山小黄
姜喜获丰收，但客商收购量少。恰巧
村生活委员王远能走村入户了解到
这一情况，立马就通过神仙大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对接企业，了解市场需
求情况。

企业采购、电商直播等多渠道作
用下，对山村 10 多户农户共 2 万斤高
山小黄姜找到了销路，成功出售。“为
了保障农户销路，通过品质认证，小
黄姜成功入驻‘神仙大农’的品牌。
以后我们也是有‘牌面’的人了。”王
远能直言，了解情况后村两委班子合
力推进产品销售，更注重长远发展，
与农户签订品质协议，让小黄姜的销
售不再难。

生活委员的作用，就是要让农民
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业态 兴产业

研 学 基 地 、青 创 空 间 、家 家 民
宿 ⋯⋯ 新农村改建已有十多年的白
塔 镇 东 横 街 村 ，当 得 起 一 声“ 明 星
村”的称呼。如今，这个“明星村”依
旧充满生机，村口的农场打造文旅融
合项目，引来众多打卡游客；多年的农
家乐产业依旧红火，租价普遍有百元
增幅。

显然，东横街村已从乡村发展转
变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村生活委员第
一次摸排走访后，村民普遍反映农家
乐缺乏竞争力，游客留不住，生意难
做。”村党总支书记王相盛说。但他们
并未受限于眼前的困境，而是考虑长
远发展，与浙江汇今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合作，引进新业态，不仅解决了当下
的难题，还为未来发展铺平了道路。

“农家乐床单被罩、洗漱用品等
统一清洗、消毒、发放；客源由‘汇今’
引流，指派住宿，减少民宿间恶意竞
争；特色农产品种植由‘汇今’先对接
渠道，解决销售问题⋯⋯”与‘汇今’
合作后，村子的变化大大小小，王相
盛都数不过来，而这一切都源于生活

委员的一次次走访总结，也由于他们
将乡村发展看做一个长久的产业来
打造。

近年来，仙居杨丰山稻米声名远
扬，但回村种植的村民并不多。“有名
气，但都是散户，大家怕担风险。”村民
应江才道出了实情，亩产越种越多，没
形成产业化就天天担心销售。知道村
里有了生活委员帮助销售农产品，应
江才立即和村生活委员周军伟商量如
何进行产业化生产。打造“合作社+企
业+村民”合作模式、提高大米收购价
格、改进包装设计⋯⋯一番操作，不仅
将杨丰山农户聚合发展，还让杨丰山
稻米成了村民收入的主产业。

如今，掌握乡村一手资料的生活
委员，在推动乡村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无疑能起大作用。

添智慧 聚合力

无论是了解供需，保证农户的好
货销得出去、卖得起价；还是从长远角
度，发展产业，为村民致富谋划，最终
落脚点都是为村民画出美好生活新图
景。这幅图景，需要干部带头干，也需
要村民一起干。

白塔镇上叶村是浙江省首批未来
乡村试点之一，村民并不清楚“未来乡
村”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但相信
跟着村干部一起，能创造一个全新的
未来，“生活委员、村干部都是为了村
子发展好，我们愿意多给一份信任。”

为了让生活委员更好地带动群众
增收，仙居县新建乡镇生活委员工作
室 20 家。同时，支持生活委员发展本
村特色产业，对生产发展类项目给予
政策扶持，鼓励村民成为致富带头人。

当下，仙居正通过生活委员为乡
村增添数智力量。通过亲农在线这一
为农民服务的数字化平台，生活委员
不仅要更新上传本村农产品供货信
息，同时还要帮助并指导村民使用亲
农在线应用功能，让村民享受数字化
带来的便利。

“我们把村民的利益需求放在首
位，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也能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局面。”上叶村副主任吴
建国表示，村容村貌、共享农场、AI 智
能等村里的变化，是村民共同参与带
来的，“乡村振兴是要让千千万万村民
参与到振兴中去。我们生活委员就是
要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逐渐教会
村民致富、赚钱的办法”。

“叮咚！乡村生活委员上线！”

2022 年初，仙居好山好水孕育出的

农特产品有了“神仙大农”这一专属

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帮农民卖东

西，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2022年

底，仙居再次创新，让每个村都有了

专属生活委员，帮村民销售农特产

品助力共同富裕，也让乡村焕发出属于自己的“郊野味”。

特色农产品“叫卖会”、村企联动运营引流、干群齐心创大业⋯⋯通

过系列培训，311 位生活委员上线。同时，仙居县常态化开展“三看三

评”考评，即看在岗状态、评服务群众情况；看涉农应用、评沟通对接能

力；看产品销量、评助农增收成效，以此为依据每半年开展1次生活委员

工作绩效综合评估，规范生活委员的日常管理。

“设立生活委员的初衷是破难，帮助仙居优质的农特产品‘出圈’促

销售。而队伍形成后，熟悉乡村的‘他们’，上接‘神仙大农’区域农产品

公用品牌，下接千家万户订单发放和产品品质把控等工作，联结产销平

台和广大农户，全面发掘乡村价值，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共同打造特色乡

村产业。”仙居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生活委员的出现，让人们看

到了乡村未来的潜力和动力。

乡村振兴的大棋盘中，仙居的乡村不仅多了一个新职业，还多出了

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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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仙居县委组织部提供）

白塔镇感德村

白塔镇上叶村

生活委员帮忙销售农特产品

建德：“荷美”大慈岩 从集群联动到区域共塑
朱 言

跨三地风貌共建
实现区域整体大美
建德市大慈岩镇与金华兰溪市诸

葛镇、衢州龙游县横山镇三个镇行政
区域分属杭金衢，地理位置紧密相
连。“我们提出跨区域联动打造，也是
基于实际，三镇均为农文旅特色美丽
城镇，历史风貌一致、文化习俗相似。”
大慈岩镇党委书记倪浩群说。

近年来，三镇发挥三地山水相连、
文化相近、人缘相亲、产业相融、人才
相助等地缘优势，从风貌提升、功能提
升、机制创新、联动发展四个方面，探
索跨市共富集群新路径。

“大慈岩山，大慈岩寺”，大慈岩镇
板块以山川佛寺、传统村落、精品白莲

等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打造建德市
全域旅游示范区；“千年古镇、白莲之
乡”，横山镇打造十里荷塘，富硒宝地；

“诸葛家风，公园城镇”，诸葛镇则打造
七星望月，古韵诸葛。

这是一个山水相依、人缘相亲、文
脉相承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紧密
流动、横向联动的特色城乡群落。

产业上，三地共赢。三个景区都
以白莲为支柱农业产业，而且已经形
成“荷叶茶、干莲子、莲子心、莲子酒、
莲子膏、莲子果脯”等多元化深加工产
品系列。

建筑上，三地共振。大慈岩悬空
寺建于元朝，以佛教文化为主流，为省
4A 级景区，以明清时代建筑为主；兰
溪诸葛八卦村始建于元朝，以道家文
化为主流，为省 4A 级景区，以明清时

代的建筑为主；龙游天池山景区建设
于元朝，以中医药文化为主流，为省
3A级景区，以明清时代建筑为主。

风貌上，三地共建。共同组建专
业团队，聘用30余名传统工匠，在尊重
村庄原有肌理和格局的基础上，通过
系列规划充分保护和利用本土自然资
源、历史文脉，保持村庄风貌的整体性
和地域特色，分类管控建筑高度、体
量、材料、色彩等，确保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优化交通环境，协调新区与老
区、新村与老村的发展关系，探索形成
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派民居”建筑风
格。

前不久，省风貌办公布了 2023 年
城乡风貌样板区建设试点，寿昌-大慈
岩“历史遗韵”县域风貌区和杭金衢

“明清古韵 浙硒莲盟”县域风貌区被
列入试点名单。“接下来，我们将立足
自身资源禀赋，以共性文化为背景，以
浙韵的古村古镇为灵魂核心，以美丽
绿色经济发展为产业基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争取
创成浙江省唯一跨市联动的城乡风貌
展示区。”倪浩群说。

跨区域共富联建
助推产业跨越发展
要克服边缘临界乡镇存在与主城

区距离较远、受辐射带动作用较弱的
短板，就要打通“由美到富”的转化路
径。

为此，大慈岩镇以共同富裕为落脚
点，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里叶白莲为
核心，锁定荷莲产业，依托省级乡村振
兴集成创新示范建设项目，按照“一线、
四园、五村”的规划打造“荷美小镇”，形
成较为完善的莲产业链，促进白莲产业
与旅游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

“如何破除三地分属不同行政区
划的障碍，充分利用山水相连、产业相
融的优势，关键在于发挥好组织联建
优势，下好三地联动‘一盘棋’。”倪浩

群解释。
三地镇党委牵头签订合作框架，

共建“一月一联系、一季一走动、半年

一轮值、一年一回顾”的常态互访联系
机制，共议同植“共富林”、举办“荷花
节”等活动20余项，凝聚了同宗同源的
感情，明确了合力发展的方向。

三地莲产业资源丰富，拥有全省
最大的优质富硒莲子产业基地，区域
内种植面积达 16000 余亩，白莲年供
货订单 1000 吨以上。但由于缺乏统
一的区域品牌和市场规范，莲农在销
售莲子时经常会因为竞争而出现卖不
出价格的情况，收益随着销量的增加
反而减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
莲子协会间签订了‘战略协议’，共同
打造‘浙硒莲’区域公共品牌，不仅有
利于三地城乡风貌统一和谐、农业人
才互通，更重要的是通过产品共检、统
购统销、保价收购等措施，引导三地莲
农从互相竞争走向合作共赢。”里叶村
党委书记、建德市莲子联合会会长叶
麒介绍。

去年以来，三地通过组织联建、品
牌联兴、人才互动、产业联动，4000 余
名莲农在三地农技员的指导下，共享
了莲产业联动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年
增收达 2000 余万元，同比增长 20%。
下一步，三地镇党委将持续深化党建
联建，在万亩荷田中挖掘更多发展机
遇，让孕育幸福的莲香飘入更多乡村
农创客的家中。

据介绍，除了莲子产业化，未来，
三地还将通过试行党建共谋、交通互
通、医疗互助、联票旅游等形式共建共
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真正把党建互
促互进的政治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
优势，把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转换为
生产优势，从共建共享走向共富，形成
全域合作、多方共赢的局面。

“我们将始终朝着‘全域旅游示范
区’‘美丽城镇省级样板镇’‘杭州南部
精彩窗口’目标全力奔跑。”倪浩群说，
接下来，大慈岩将继续对标对表，拉高
标杆，以增强城镇内生动力为导向，将
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作为目标，高质量
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现代品质、特色鲜
明的现代化美丽城镇。

近年来，建德市大慈岩镇以“荷

美”为新标签，紧紧围绕“建设新时

代美丽城镇，打造杭州南部精彩窗

口”总目标，把绿水青山和乡土人文

融入美丽城镇建设中，并“以莲为媒”，以杭金衢跨区域党建联建助推集群

化发展，走出了一条边缘临界乡镇美丽城镇特色发展之路。从集群联动

到区域共塑，大慈岩镇推动“人产城文景”深度融合，描绘山水新卷、谱写

诗韵新篇。

（图片由建德市大慈岩镇政府提供）

古村风貌

大慈岩镇十里荷花

万亩荷田,大慈岩镇做大做强莲子产业，打响产业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