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老主顾是江苏的，隔段时
间就来订粉干。”近日，在江山市大陈
乡早田坂村村两委办公室，68 岁的徐
正礼一边翻看手机聊天记录，一边向
笔者介绍。自从他家的粉干成为村
播中心的网红产品，徐正礼经常收到
添加微信好友购买粉干的请求，客户
除了衢州本地的，还有不少来自上
海、杭州等城市，“以前销路窄，价格

卖不起来，现在有了‘共富工坊’帮我
们拓宽销路，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

早田坂村的“共富工坊”有300亩
高标准试验田、200 亩杨梅山、6 处研
学场地、6 间生产作坊以及设备齐全
的村播中心，串联起集农产品种植、
加工、直播、乡村旅游为特色的乡村
振兴模式，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17年的 30万元

跃升到2022年的200万元，今年有望
突破300万元。

近年来，大陈乡“共富工坊”建设
如火如荼，通过党建引领，以镇带村、
以企带农，帮助各村优势互补、抱团
打拼。目前，大陈乡已有5个“共富工
坊”，从数字直播到游学再到产业，探
索青山绿水新农村因地制宜、特色鲜
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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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从鲁迅先生
刻在“三味书屋”课桌上的“早”字获得
灵感，提炼“早上好”精神和标识，
2017年创建“天天早起、事事争先、人
人追梦、年年攀升”的“早上好”兴村品

牌，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的新路径。2021 年、2022 年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均突破 100 万元，年接待
游客超 30 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近
400万元。

近年来，常山立足四省之交区位
优势，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打品牌，

“两山合作社”改革、农村“三块地”改
革、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等持续深化，

“一切为了 U”城市品牌、“早上好”党
建品牌、“五个一”产业品牌等精彩出
圈，乡村振兴之路走得坚实有力。今
年首届中国乡村振兴品牌大会落户常
山。

接下来，常山将继续坚持系统思
维、叠加赋能，致力讲好胡柚的故事，
从深耕“一只水果”到培育“一份常礼”
区域公用品牌，再到打造“一切为了
U”城市品牌，让品牌价值充分释放，
强势开启乡村振兴品牌建设的新征
程。

常山 胡柚好故事 品牌叫得响
宋 婷

近日，走进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
的数智生活馆，管理员石羽正接过村
民薛仙英的身份证，在政务服务一体
机上进行操作，没过几分钟，便将一
张打印好的养老保险单递给了她。

石羽表示，乡村数智生活馆嵌入
了政务服务、金融服务、医疗就诊、便
民生活等功能，并配备管理服务人

员，针对出行、就医、办事、消费等高
频事项，帮助老年群体，这有利于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数字乡村
建设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近年来，开化立足山区县实际，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出开化龙顶
全产业链、智享用工等乡村数字化
场景，探索一条以数字创新引领山

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

开化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开化
还将持续优化数字生态、做强数字经
济、迭代数字治理，不断拓展强村富
民路径，让“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
入”闪耀时代光芒，为助力数字乡村
示范区建设贡献开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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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衢
州州风吹麦浪，麦香可闻。近日，柯

城区航埠镇万川村千余亩小麦迎来
丰收季。

“今年，预计小麦亩产量达600公
斤，亩产值近 1000 元，5 天左右的时
间就能完成收割。”宁波市鄞州区农
乐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孔旺说，去
年他们竞得“两山合作社”在航埠镇、
华墅乡范围内 2400 余亩耕地的管护
项目，管护期10年。凭借多年的耕种
经验，他们采取“水稻+大豆+小麦”轮
作模式，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耕
地效益。

“两山合作社”是成立于 2021 年
6 月的柯城区生态资源开发运营有限

公司。公司通过对土地收储和转化、
生态恢复和保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资源开发经营等，打通“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金”通道，最终实现群
众受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公司
副总经理徐国祥介绍，自引进宁波市
鄞州区农乐果蔬专业合作社，不仅带
来了新技术，还让“沉睡”的土地“活”
起来，成交租金也由原先每亩 220 元
涨至每亩650元，溢价率高达195%。

徐国祥表示，通过乡村全域综合
整治，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
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
间，实现县域风貌样板区、乡村精品
村、未来乡村等落地见效。

柯城 两山合作社
结出致富果

徐睿玲 郑 晨 樊元进

2023年5月24日 星期三

今日衢州今日衢州

1—4版11——44版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余丽余丽 版式版式：：沈瀑沈瀑

日前，浙江省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三

批试点名单新鲜出炉，衢州

成为全省唯一的未来乡村建

设运营机制探索试点。2019

年以来，衢州在全省率先启

动未来乡村建设运营，系统

推进探索，形成一批领跑全

省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下一步，衢州市

将抓住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

革这个关键，发挥“两山合作

社”和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等平

台作用，探索以农业标准地配

套运营管理、农业主导产业集

成发展、乡村生态人文资源经

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等改革为突破口，培育壮大一

批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县一

未来农业园区建设，实现村集

体和村民“双增收”。同时，启

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力争用5年

时间培育一支 600 人规模的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

队伍，带动全市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形成“头雁”领航、“群

雁”齐飞的“雁阵”，助推乡村

振兴。

近日，在衢江区后溪镇上棠村稻
渔综合种养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捕
捞小龙虾。“5 月起，小龙虾到了旺
季。我们每天都要捕捞 1000 公斤左
右运往衢州各菜市场。”浙江天溪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慧介绍，
稻渔种养基地养殖出的小龙虾、螃
蟹等个头饱满、肉质鲜美，“稻虾米”

“ 稻 蟹 米 ”比 普 通 大 米 市 场 前 景 更
好。

而在全旺镇的山青家庭农场内，
通过去年一年的探索，陆基圆桶养殖
鲈鱼比传统养殖经济效益更高，该养
殖模式今年在莲花镇、太真乡等多个

乡镇得到复制。
据了解，衢江区已有天溪农业、

铭皓生态农业、山青家庭农场等多家
渔场，形成了稻渔综合种养、陆基圆
桶养殖、镀锌板帆布鱼池养殖等新型
养殖模式。衢江区鼓励村民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种植、产业劳动等途径
参与产业发展，按照“固定薪金、创业
金、土地租金、分红股金”机制进行二
次分配，带动村民致富。

接下来，衢江区将全力推进优质
苗种“育繁推”一体化建设，打造产加
销一体化全产业链，探索农渔旅融合
发展，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衢江 农渔旅融合
助力好收成

唐逸涵 丰莉莎 祝 璇

近日，在龙游的浙江红专粮油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专粮油）董事长
董红专介绍，公司培育的秧苗除满足
龙游本地种植基地的需求、供应衢州
市其他县（市、区）的种粮大户外，还
将销往 60 公里以外的丽水松阳县和
200多公里外的嘉兴桐乡市。

去 年 ，红 专 粮 油 对 在 松 阳 的
13000 多亩种植基地进行标准化农
田改造、耕作，实现了每亩 800 多公
斤的产量，同时发挥自身粮油加工优
势，推出“松阳大米”品牌，销往全国
各地。董红专表示，现在的红专粮油
如同地瓜一样，“根”深扎在龙游，藤

蔓不断向外伸展。目前，红专粮油拥
有 100 多台（套）农业机械，可以提供
育秧、机耕、机插、机收、烘干等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年农机社
会化服务面积超过 5 万亩，辐射本省
的衢州、丽水、嘉兴以及省外江西等
地。

近两年，红专粮油发展版图越来
越大，向广西、四川、贵州等地伸出藤
蔓。“我们与川、桂等地的公司合作，将
红专粮油的早稻米加工成米粉在当地
销售，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董红专
说，红专粮油这个“地瓜”，在开疆扩土
过程中，必会更具韧性、活力、竞争力。

龙游“红专粮油”俏
壮大“地瓜”忙

罗 意 陈忆金

常山美丽新农村

开化雨后台回山

柯城荆溪柯城荆溪
（本版图片由衢州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衢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