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

版式：吴云佳 今日衢州 3

方诗琪

又见春茶绿，十里闻茶香。近日，
伴随着衢江区上方镇金扬村村干部在
直播间的声声“吆喝”，当地春茶采摘和
销售正逐步展开。

金扬村群山环绕，植被茂盛，雨量
充沛，土壤中含有较多的钾、镁等微量
元素，是白茶生长的沃土。2019年，金
扬村因地制宜，建立白茶专业合作社，
形成“党员+农户+合作社”模式，注册

“强方侬”商标，推出金扬白茶品牌。“茶
园提供了 1000 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村
集体增收 10 万余元，村民人均增收

1000 余元。”村党支部书记谢鸿明介
绍，目前金扬村白茶种植面积在 2000
亩左右，2022年销售额达1500万元。

今年，上方镇进一步加大对白茶产
业的扶持力度，谋划新建集白茶展销、
茶文化宣传、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
浙西茶叶交易中心，提高白茶知名度，
吸引周边县市茶农交易，拓宽茶叶销售
渠道。上方镇党委书记方俊峰介绍，下
一步，上方镇将打造白茶基地示范园
区，建设百茶园、白茶文化广场、创客中
心等文旅项目，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模
式进一步集聚人气，不断寻求白茶产业
发展的新“钱景”。

发展新模式 寻求新“钱景”

近日，2023 中国·开化龙顶茶文
化节开幕，开化获得中华文化名茶之
乡称号，这也是开化继获得“中国生态
茶之乡”之后的又一金字招牌。

开化县位于钱塘江的源头，是中国
绿茶“金三角”的核心区，产茶历史悠
久，茶文化底蕴深厚，龙顶茶也被称为

“呼吸新鲜空气”“喝着矿泉水”“长在树
林里”的茶叶，具有形美味佳、鲜香浓醇

的特点。全县共有茶园12.5万亩，从事
茶叶行业人员达5万余人。

茶产业规模逐渐壮大，如何打响名
气？县委书记邀您品龙顶，县长带你游
茶园⋯⋯开化主要领导亲自上阵，在镜
头前为龙顶茶代言。评茶、比茶⋯⋯各
类茶事活动，让开化龙顶在全国范围内
频频现身，也让开化龙顶有了一定名
气 。 2022 年 ，开 化 全 县 茶 叶 总 产 量

3314吨，产值达13.34亿元。
去年 8 月，开化县委十五届三次全

体会议将“龙顶振兴”作为五大战略跑
道之一，并制定出台了《开化县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今年，开化进
一步加大对龙顶茶的扶持力度，将围绕
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等 3 个方面，统
筹千万资金，发布“百万培育龙顶专有
良种”“百万茶学资金培育人才”“百万

聘请首席专家团队”等 6 个百万行动，
谋划“新赛道”，努力让开化龙顶成为群
众致富奔富的“金叶子”。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振兴‘龙顶’，
让 我 们 信 心 倍 增 ，看 到 了 发 展 的 希
望。”龙顶茶文化节现场，浙江云翠茶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洋兴奋地
说，他相信，开化龙顶必将迎来质的飞
跃。

谋划“新赛道”寻求“最优解”
吴雅璐

3 月 17 日-19 日，2023 年中国蜂
业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市场信息交流
会在江山举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
共设展位 140 个，有 120 多家企业（合
作社）参展，参展商遍布全国 20 余个
省、区（直辖市）。大会不仅聚焦蜂业
企业主体关切，破解产业难点，更深
度谋划今后蜂业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

江山蜂业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大的
养蜂县和蜂产品原料集散地，养蜂规
模与经济效益连续 31 年位居全国各县

（市、区）第一。近年来，江山市积极创

新蜂业发展模式，始终致力于将“甜蜜
事业”做成“致富产业”，全面依托从事
蜂业的新乡贤资源优势，积极引导项
目回归、资金回流、人才回乡，以点带
面，推进蜂业产业化发展，探索出了一
条“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蜂农抱团、共
酿甜蜜”之路，已成为江山培育“地瓜经
济”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长台镇新乡
贤陈明友自回乡投资 1200 多万元开发
建设江山市蜂业综合性公共服务中心
大楼和“甜蜜客厅”，以乡村休闲旅游
带动当地第三产业，跑出了乡村振兴

“加速度”。碗窑乡新乡贤徐崇君创办

的千红公司与高校合作成立了浙西第
一个蜂业研究所——“千红蜂业研究
所”。

这一“甜蜜事业”同时也是江山新
乡贤助力江山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不怕苦、不服输、不安分、不忘乡”的禀
赋基因造就了 20 万走南闯北拼天下的
江山人。2016 年以来，江山市先后成
立 42 家异地商会，搭建家乡联系在外
新乡贤的桥梁，通过“走出去”拓宽销
路，“引进来”赋能发展，先后出台《异地
商会助力农特产品开拓市场激励办法》

《异地商会同心助力家乡发展激励办

法》等措施，充分调动广大新乡贤反哺
家乡发展的积极性。2022 年，引进习
谷科技、万里扬等江商回归重大项目
12 个，投资额达 155 亿元；促成 11 个异
地商会党支部结对 20 个村级共享食
堂，收到新乡贤定向捐赠资金 400 万余
元。

“深耕‘地瓜经济’，具有资源优势
的新乡贤是发展的主力军。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加强异地商会建设，创新工作
载体，推动更多新乡贤宣传江山、推介
江山，助力江山高质量发展。”江山市委
统战部负责人说。

深耕“地瓜经济”共创“甜蜜事业”
毛鉴波 周 倩

近日，在龙游县湖镇镇的龙游明水
家庭农场内，智能育秧设备马力全开，
全自动流水线正有序运转。装基质、洒
谷种、覆表土、浇润水⋯⋯一张张秧盘
装满后，由机械抓手自动抓取，将秧盘
从叠盘机转移到相应托盘上，最后由叉
车转运到育秧暗室进行催芽，全流程只
需2名工作人员操作。

“与往年的普通流水线相比，这套
智能育秧设备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龙游明水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明水介绍，

普通的育秧流水线一般需要 15 名工作
人员分工协作，现在二三人就够了。
同时，该设备还能进行撒播、条播不同
播种方式的选择，能实现底土厚度统
一 、落 谷 均 匀 ，进 一 步 提 高 育 秧 的
质量。

与此同时，在龙游明水家庭农场承
包的农田里，育秧暗室内催芽成功的
秧盘被自动传输带输送到此处，再由
工作人员将一盘盘冒出尖牙的秧盘整
齐地摆放到田里进行下一步育秧，直

至秧苗可以机插，实现全流程水稻育
秧服务。

“我们农场今年计划完成机械化早
稻育秧 36000 盘，用于满足自身 400 亩
的早稻种植机插需求。”王明水说，除此
之外，他们还承接了周边种植户的 800
余亩早稻育秧服务，今后，他们也将进
一步扩大育秧服务规模，为周边乃至
更多种植户提供优质的机械化育秧
服务。

据悉，今年龙游县预计种植早稻

9.3 万亩，龙游明水家庭农场、龙游茂清
家庭农场、浙江红专粮油有限公司、禾
管家农业服务（龙游）有限公司将为近2
万亩早稻提供机械化育秧服务。“水稻
机械化育秧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体现，能进一步助力全县早稻经济的良
好发展。”龙游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龙游将大力实施科技
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动”，使更多先
进技术设备运用到农业中，为全县农业
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

水稻育秧机械化 助推农业现代化
钱 敏

近日，“常青藤”驻企服务第一组成
员来到常山江山虎水泥有限公司，与企
业负责人围绕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当前
亟须解决的难点堵点问题等进行深入
交流，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得知企业遇到困难，我们第一时
间联系相关部门，了解办事流程，希望

能尽快帮助企业解决相关问题。”“常
青藤”助企服务第一组成员徐青说，

“常青藤”助企服务第一组主要联系哲
丰新材料、江山虎水泥等 5 家企业。今
年以来，第一组成员通过动态摸排企
业用工需求，协调发动各方资源，成功
帮助企业招工 350 余人，解决疑难问题

30 多起。
常山创新实施“常青藤”驻企服务

行动已有 4 年，其间，他们以“保姆式”
服 务 ，助 企 解 难 ，推 动 企 业 转 型 升
级。据了解，“常青藤”助企服务组分
成 5 个小组，由近 20 名退出现职领导
干部组成，致力于在政策宣讲、招商

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截至目
前，“常青藤”驻企服务组已协助 13 家
企业创建相关品牌，累计发布惠企政
策 200 余 项 ，企 业 政 策 帮 扶 兑 现 率
85％，兑现资金 3.82 亿元，助推完成
25 个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总投资达 61
亿元。

助企解难 赋能发展
刘灵雁 陈书窗 罗曼琳

严玲芝

“这个桌子是鸳鸯桌，明代时期
的，夫妻二人都在家时，桌子就是圆满
的。有一方不在家，就会撤掉半张桌
子，前来拜访的朋友一看便知。”“这些
床，上面的雕花都是按照主人的需求
来定制的。”近日，在龙游县塔山镇泽
随民俗展览馆里，馆长赵碧云正在给
游客逐一介绍展品，一件件即充满“土
味”又精致的老物件故事在赵碧云口
中娓娓道出，游客惊叹不已。

泽随古村历史悠久，是徐偃王后
裔聚居地，现今保存 146 幢明清古建
筑，是浙西地区古建筑体量最大的古
村落之一。赵碧云初中毕业后就外出
为生计奔波，在生活逐渐好转后，他接
触并迷恋上了精美的古典瓷器制品，
随后收藏品种越来越多。家中场地受
限，老物件又容易受潮、发霉，怎么妥
善保存成了一个难题。

恰逢泽随村发起《乡贤助力乡村
振兴 认领认养古建筑》倡议活动，借
着这股东风，乡贤赵碧云主动与村里
联系，认领认养塘沿厅古建筑，开办了
民俗展览馆。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收

藏品找个好“归宿”；另一方面村里正在
大力推广乡村旅游，民俗展览馆的这些
老物件可以吸引更多外来的游客前来
泽随古村走走看看。

开馆前，赵碧云专门去了不少博
物馆学习。与此同时，在县、镇、村三
级专业人士帮助下，他反复摆设展品，
并制作相关的介绍资料。每天负责打
扫卫生、悉心守护古建筑和展览品。
他说，让后辈能够看到以前精湛的工
艺，让老人能够追忆以前的感觉，让乡
俗文明不断传承下去，是他创办这个
乡村博物馆的初衷。

目前，泽随民俗展览馆展品以明清
时期的家具、木雕构件及刺绣等为主，共
有生活用品、条案、瓷器、刺绣、农耕用
具等陈列展品 150 余件。每天约接待
游客百余人，节假日期间可达千余人，不
少上海、江西、安徽等地游客慕名而来。

“之前的游客都只是转一圈就走，
现在了解每件展品的介绍，能够逛上几
个小时。”看着琳琅满目的展品，赵碧云
欣慰地说，“我们的民俗展览馆将一直
免费下去，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进来，让这一份乡情能长长久久地留
存。”

古村有家民俗展览馆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选派精干力量挂职开化县马金镇，驻点联系麻坞村。通过援
建光伏产业、推动建成 250 亩茶叶基地、推动创办中蜂养殖孵化基地等举措，经过四年艰苦
努力，麻坞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突破 50 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及低收入农户增收。图为
国开行结对麻坞村光伏发电项目。 陈静娴 徐翰文 摄

周奇豪

初春天气多变，温差较大，但在龙
游县小南海镇国际花菇产业园的“智
慧 花 菇 大 棚 ”内 ，温 度 始 终 保 持 在
18—25℃，湿度70%左右，这是最适宜
花菇生长的环境参数。借助“智慧农
业全自动空调系统”，只要一部手机就
能实时调控大棚内的环境数值，确保花
菇在最适宜的环境状态下生长。

朱佑存是一名“新乡贤”创客，由小
南海镇团石村乡贤汪春茂通过“以贤带
贤”的方式引入团石村。他通过采用

“平台+基地+农户”的模式，在此建立
起规模化、智慧化的花菇种植基地，有
效带动农户增收和解决周边农民就业
难题。

走进朱佑存的“智慧花菇大棚”，七
层高的架子上整齐排放着一个个菌棒，
一簇簇圆润饱满的花菇探出“小脑袋”，
长势喜人。“一个棚内有 2.2 万个菌棒，
一根菌棒出菇期共 4 个月，可以产出
2.5 斤。”朱佑存介绍，得益于项目自主
研发的智慧化掌上管理系统，花菇生长
保持稳定，突破了食用菌栽培受季节温

差影响的限制，自第一茬出菇以来，销
售额已经达到 140 多万元。“大棚有了

‘智能管家’，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就能管
控，不用爬到棚顶上收放覆盖膜，既保
证了生产安全，又保证了花菇产品的高
质量和高品质。”朱佑存说。

近年来，小南海镇把发展村级经济
作为抓基层、打基础、强堡垒的重要抓
手，以团石村为试点，通过实施因地制
宜、培养特色、发展产业等奔富工程，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通
过“政府+企业（乡贤）+村集体+农户”
抱团入股的增收奔富模式，共带动周边
5 个村集体增收 360 余万元，300 多位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协助花菇种植企
业建设产品加工生产线、精深加工提炼
车间、科研创新站、花菇博览馆等，推
动一二三产有序融合，建强产业基地，
打好‘线上+线下’组合拳，线上与农村
淘宝龙游馆合作，线下通过本地实体
销售以及镇海协作等多维度方式进行
销售，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
收，助推共同富裕。”小南海镇镇长刘
振介绍。

智慧种花菇 助农新增收智慧种花菇 助农新增收

“今天采了 500 余公斤，每公斤 12
元，收入 6000 余元。”近日，开化县华埠
镇友谊村乡贤、村党支部书记叶水土高
兴地说，随着气温升高，芦笋产量也越
来越高，今年是友谊村芦笋收获的第三
年，产量和品质都高于前两年。开采
仅十几天时间，收入已有 4 万元，预计
今年全村芦笋收入可达 50 余万元，比
上年增收 20%左右。

近年来，友谊村通过“五水共治”
“四边三化”“三改一拆”等美丽乡村
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缺
少产业支撑，村集体经济仍然薄弱。
通 过 外 出 参 观 学 习 、召 开 乡 贤 座 谈

会，借力政协“民生议事堂”，全村形
成发展芦笋产业的共识。根据乡贤和
专家建议，2019 年，建立村集体芦笋
基地 70 亩，由集体统一经营、统一销
售。在乡贤的帮助下，还在衢州农贸
市场设立两个固定摊位销售。“产业发
展，不但集体增收，还带动农民增收。”
叶水土说，芦笋种植生产环节，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去年支付务工工资 20 余
万元，仅此一项增加农民收入 4000 余
元。

这是华埠镇“一村一品”促进集体
和农民“双增收”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针对村集体经济普遍较弱和低收入农

户增收难的情况，为了实现“人人有事
做，家家有收入”的愿景，该镇充分发挥
政协“民生议事堂”的作用，凝聚专家智
慧，同时鼓励乡贤回归创业，出智出力，
共同为“一村一品”产业出谋划策。旭
日村乡贤赖建红回归创业，从义乌引进
来料加工项目已有 20 余年，带动村民
增收 2000 余万元；2022 年联盟村乡贤
周红梅引进种植中药材紫苏，带动全县
3 个乡镇 7 个村集体 1000 余农户增收
900余万元。

华埠镇大力实施村级特色农业项
目，结合“一村一品”产业，去年发展芦
笋、红高粱、菊花等村级农业项目 12

个，种植面积达 3000 余亩，全镇 35 个
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达到 1900
万元，同比增长 20%，实行 20 万元村全
覆盖，其中，50 万元村 19 个，100 万元
村6个。

“今年将加大对‘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的扶持力度，围绕稻、蔬、果、渔、生猪
等产业，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规模。
大力扶持‘两茶一鱼’、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做强溪东蚕桑、旭日中蜂、联盟金丝
皇菊等优势产业；着力推广林下经济发
展，计划种植仿生黄精 500 亩，持续为
增收产业‘加油’。”华埠镇相关负责人
说。

“一村一品”助村“双增收”
方争游

“一村一品”助村“双增收”
方争游

姚时佳

“最近学业怎么样？”“过两天一起
到樟潭街道、浮石街道去走访看望孩
子们。”近日，在衢江爱心联盟协会的
办公地，衢江乡贤、爱心联盟协会会长
曾志林正拿着手机了解帮扶孩子的学
习情况，并牵头组织爱心活动。

据了解，目前衢江爱心联盟协会
已经发展会员 480 余人、成员 2200 余
人，该协会已成为新乡贤、商会等履行
社会责任、展示社会担当的平台。多
年来，协会陆续组织开展了济困助学、
公益创投、文明劝导、爱心义卖、关爱

夕阳、微爱童行、援川助教、文艺宣传
等各类活动360余场。

作为衢江区上方镇乡贤、企业家，
62 岁的曾志林可谓是协会中的“骨干
力量”。他介绍，多年来协会始终把对

“一老一小”的关爱、帮扶作为重点工
作推动，并充分利用协会这个平台，广
泛联系新乡贤、企业家等统战力量，做
到聚爱心、聚资源、办实事。10 年来，
在各方统战力量的参与下，协会累计
捐款 8200 多次，帮助困难家庭 410 余
家，资助中小学生、大学生 3800 余人，
慰问敬老院老人 3540 多人次，投入志
愿服务工时达4万多小时。

关爱“老小”传递温情

今年，开化县齐溪镇实施旅游复苏“十百千万”工程，利用乡贤资源开年即赶赴浙皖苏沪
十个客源地市场进行旅游推介，邀约百家旅行社代表到齐溪开展“百社联动·寻根探源”踩线
活动，目标引进千个旅行团队，抢占十万游客市场。 程利仙 摄

近日，江山市公安局民警来到江郎山景区，向群众普及“铁军护航·警助共富”服务事项
以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蒋君 王宇骋 摄

近日，江山市公安局民警来到江郎山景区，向群众普及“铁军护航·警助共富”服务事项
以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蒋君 王宇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