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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贤智聚贤智 汇贤力汇贤力

唱响新时代共富歌唱响新时代共富歌

钱江源百里水岸风情带金星村段美景钱江源百里水岸风情带金星村段美景 余问清余问清 摄摄

金秋时节，橙黄橘红。近日，位
于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上棠村的衢
江区稻鱼种养渔场，欢声笑语，320
亩“稻蟹种养共生”示范田里的中华
绒螯蟹，陆续开始捕捞。这是继今
年 4 月稻田小龙虾丰产之后的又一
丰收场景。不同的是，上半年秧绿
虾壮，下半年稻黄蟹肥。渔场创建
人——吴慧，用沉甸甸、实打实的收
成实例，向参与作业的村民和围观
的乡亲，捎去秋天的喜悦，也给当地
的农户带来增收致富的新途径、新
盼头。

作为后溪镇的“新乡贤”，吴慧借
着当地党委政府大力实施新乡贤回
归工程的东风，去年 6 月在后溪镇成
立了“天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
土地 2400 亩，发展“稻鱼种养”现代
农业产业，打造融传统农耕与文化旅
游、亲子教育、科普研学为一体的“乡
村振兴”共富示范基地。320亩的“稻
蟹混养”，只是整个基地的一角。“淡
水澳龙”“罗氏沼虾”“中华鳖”等其他

“稻鱼共养”“稻鱼轮作”区块，在广阔
的田野上，随季节变化不断更替。

“320 亩‘稻蟹共养’规模还不算
大，如果周边村庄都带动起来的话，

那才称得上做大产业。”吴慧坦言，在
上棠村搞“稻蟹共养”主要还是想给
周边的农户带个头，让大家从单一的
传统种养模式中跳出来，放开手脚，
改变观念，主动参与现代农业产业。
在他看来，这也是作为一名新乡贤该
有的担当。

吴慧的渔场按照“固定薪金、创
业金、土地租金、分红股金等‘四金结
合’”的分配机制激励村民参与经营
助推共富。目前，渔场已吸纳10多名
当地村民务工，月工资达 4000 元。
而对想尝试“稻鱼种养”的村民，则可
返租种养田参与经营，由公司提供育
苗、技术培训，收成按保底价回购。
据统计，上棠村“稻田蟹”剔除成本每
亩净利润约 4000 元左右，这还不包
括水稻的收成，因此参与“稻鱼共养”
的村民越来越多。

上棠村紧靠乌溪江流域，水资源
丰富，地势平坦肥沃，发展“稻蟹种
养”是一项很有潜力的产业。近年
来，后溪镇党委政府，立足当地自然
优势，多方吸纳各路“新乡贤”加入现
代农业产业开发，用“新乡贤+”模式，
引导并带领当地村民创业创新、增收
致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富歌。

新模式促乡村振兴
吴 芳

“今年紫苏收获已全部结束，村
集体种了 71 亩，采用‘果树+中药材’
套种模式和‘粮油+中药材’的轮作模
式，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收入，这得
益于乡贤周红梅的帮助。”近日，开化
县村头镇兴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徐菊女高兴地说。

周红梅是开化县华埠镇联盟村乡
贤，2013 年回乡创办家庭农场，以种
植菊花、前胡、紫苏等中药材为主，是
开化县中药材种植行业的领军人物，
拥有中药材基地800余亩。现任衢州
市中药材产业协会理事、开化县中药

材产业协会副会长、开化县第二届优
秀实用人才、农村致富十大带头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周红梅说，为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2021 年，她专程去全国各地考察
市场行情，发现中药材紫苏，是短平
快的种植项目，以采叶为主，可春播
和夏播，春播产量高于夏播；可与粮
油作物轮作，也可林下套种，具有适
应性广等特点，当年种植，当年收益，
非常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为解决销
路问题，周红梅走南闯北，与安徽一
家药企签订了种植千亩紫苏的订单

合同。
周红梅介绍，要让紫苏这片叶真

正成为农民的“致富叶”。考察回来
后，周红梅在农场召开全县有意种植
紫苏的村集体和农户座谈会，并邀请
专家授课。原先预计 20 多人参加的
座谈会来了40多人，他们有的是村干
部，有的是种植大户。原定计划种植
面积 1000 亩，由于农户积极性很高，
为满足农户的要求，经与收购方协
商，订单面积增加到3000亩。

为了让紫苏种植户种得下、种得
好，周红梅借助家庭农场成立中药材

共富工坊，并建起1000平方米的加工
车间，500立方米的冷藏间，购置了10
套大型的烘干设备，为药农提供一条
龙服务。同时，建立“三链”奔富机制：
源头链由工坊为村集体、农户统一提
供种子种苗；分销链由工坊统一回收
或帮助加工，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服
务链由工坊上门免费提供“一对一”技
术指导，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今年紫苏产量比去年高。”周红
梅说，共富工坊引种的 3000 余亩紫
苏，带动全县 6 个乡镇、35 个村集体、
1000余农户，增收900余万元。

紫苏成了“致富叶”
方争游

近日近日，，在常山县同弓乡现代农业在常山县同弓乡现代农业
园区发英家庭农场园区发英家庭农场，，7070多亩的红美人多亩的红美人
长势喜人长势喜人，，村民正穿梭采摘果实村民正穿梭采摘果实。“。“我我
们现代农业园区种有红美人们现代农业园区种有红美人、、葡萄葡萄、、
火龙果火龙果、、梨等多种水果品种梨等多种水果品种，，一年四一年四
季都有水果采摘季都有水果采摘。”。”农场负责人张发农场负责人张发
根是常山县新乡贤创业先锋之一根是常山县新乡贤创业先锋之一，，3030
年前年前““嗅到嗅到””绿色农业的商机绿色农业的商机，，扎根家扎根家
乡搞起了果蔬种植乡搞起了果蔬种植。。如今如今，，他既是种他既是种
植大户也是园区植大户也是园区““领头人领头人”。”。

““今年红美人产量预计可以达到今年红美人产量预计可以达到
55 万斤万斤，，但估计还是供不应求但估计还是供不应求。”。”张发张发
根走了一段从根走了一段从““门外汉门外汉””到到““种果人种果人””
的艰辛创业路的艰辛创业路。。他开始接触的是大他开始接触的是大
棚蔬菜种植棚蔬菜种植，，后来才种起大棚西瓜后来才种起大棚西瓜、、
葡萄葡萄、、红心火龙果红心火龙果、、红美人等水果红美人等水果。。
平时平时，，他主动购买和借阅一些专业技他主动购买和借阅一些专业技
术书籍术书籍，，不断提升自己栽培种植技不断提升自己栽培种植技
术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还带领全乡还带领全乡
闯出了闯出了““同弓瓜果之乡同弓瓜果之乡””的名号的名号。。

从从 11 亩大棚蔬菜到后来的亩大棚蔬菜到后来的 7070 多多
亩水果基地亩水果基地，，张发根实现了年收入从张发根实现了年收入从
千元到百万元的转变千元到百万元的转变。。创业路上创业路上，，他他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本着本着““做给农民看做给农民看，，带着农带着农
民干民干，，大家一起奔共富大家一起奔共富””的想法的想法，，先后先后
到山东到山东、、江苏江苏、、安徽及本省的宁波安徽及本省的宁波、、诸诸

暨暨、、金华等地进行考察金华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学习，，心中也心中也
有了有了““加快特色产业的转型提升加快特色产业的转型提升，，扩大扩大
农民增收渠道农民增收渠道，，推进现代高效农业产推进现代高效农业产
业发展业发展””的计划的计划。。他建立了实验基地他建立了实验基地，，
引进引进““美人指美人指”“”“秋黑秋黑”“”“红地球红地球””等等88个个
葡萄新品种进行试种葡萄新品种进行试种，，每天观察记录每天观察记录，，
获取第一手技术资料获取第一手技术资料，，为推广种植和为推广种植和
品种选择提供依据品种选择提供依据。。同时同时，，还自费邀还自费邀
请专家上门指导请专家上门指导，，全面掌握葡萄速生全面掌握葡萄速生
和优质和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丰产栽培技术。。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
他带头创建他带头创建 10001000 亩同弓乡金川源现亩同弓乡金川源现
代农业示范园代农业示范园，，推广葡萄种植推广葡萄种植，，带领更带领更
多的村民致富多的村民致富。。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脚步不停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脚步不停
歇歇，，张发根带动张发根带动 88 户农民种植美国提户农民种植美国提
子从子从260260亩发展到亩发展到350350亩亩，，同时同时，，引进引进
了了 88 个优新品种个优新品种，，成立了金川源果蔬成立了金川源果蔬
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在张发根的影响和指在张发根的影响和指
导下导下，，同弓乡有同弓乡有 66 个村共发展大棚西个村共发展大棚西
瓜瓜 10001000 多亩多亩，，仅大棚西瓜这一项全仅大棚西瓜这一项全
乡可增收乡可增收200200多万元多万元。。发展农业种植发展农业种植
既解决了村民的务工需求既解决了村民的务工需求，，又方便他又方便他
们照顾家里人们照顾家里人。“。“作为同弓水果种植作为同弓水果种植
产业发展带头人产业发展带头人，，我必须要带领大家我必须要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共同致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发根表示张发根表示。。

奏响甜蜜“致富曲”
蓝雨茜

乡贤是推动城乡发展的重要力
量。今年以来，衢州市衢江区东港
街 道 围 绕 基 层 统 战“1241”工 作 体
系，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推动新乡
贤参与基层治理，以同心力量助力
共同富裕。

东 港 街 道 凤 凰 社 区 外 来 人 口
多，为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社区创
新推出“和鸣议事会”，不定期讨论
涉及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养老托
幼、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民生事项和
民生问题，为新乡贤参与民主议事
架起桥梁。今年，在“和鸣议事会”
上由新乡贤提出的“ 幸福菜篮”项

目，通过“村民提供 居民购买”的形
式，解决了周边农户果蔬滞销问题，
居民也吃上放心菜。至今已吸引近
30 户周边农户参与，果蔬类产品 20
余种，平均每月可以带动周边农户
增收 1000 元以上。

同样，在东港街道横路后村，该
村背靠衢州智造新城工业园区，周边
厂房林立，村中土地资源匮乏，村民
尤其是妇女就业受到一定影响。新
乡贤曾红英经过考察，在得知浙江彭
胜文教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有相关来
料加工需求后，她抓住地缘就近优
势，创立横路后村“七彩梦”共富工坊

（彩色铅笔来料加工厂）。由于彩色
铅笔加工容易学、好上手，而且文教
用品公司就在村子隔壁，货源稳定，
来料加工得到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和
居家妇女的普遍欢迎，基本解决了村
里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今年以
来，该工坊累计加工上千万支彩色铅
笔，每位加工村民增收3万余元。

如今，建言献策、为民解惑、助
力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乡贤活跃
在街道基层一线，为乡村全面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聚贤智、汇贤力。“这
几户都是我自家兄弟，他们的思想
工作我负责。”衢江区东港北片区集

体土地房屋征收中，新乡贤饶雪标
主动认领任务。在他的影响和带头
作用下，农户纷纷签约、腾空、交钥
匙。东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征
迁 工 作 中 新 乡 贤 群 体 充 分 发 挥 了

“领头雁”和“润滑剂”的作用，助推
征迁工作加速提速。

下一步，东港街道将持续挖掘新
乡贤资源，从更宽领域、更多视角、更
深层面发现了解新乡贤能人，在经济
发展、文化发展、社会治理等更多维
度积极培育新乡贤力量，让新乡贤积
极担当作为、赋能基层治理、助力共
同富裕。

赋能基层治理 助推城乡发展
徐雁文

“今年小香薯和生态米大丰收，
这一批香薯干和大米是乡贤牵线销
往东阳的。”近日，开化县桐村镇门
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童
樟民介绍，村里农特产品大丰收，乡
贤也帮忙吆喝销售，过几天还有一
批生态米销往外地。

近年来，门村村积极探索乡贤
回乡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思路，进一
步激活新乡贤活力，引导新乡贤在

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社会公益等方
面发挥组织参谋、沟通协调和引领
示范作用，助推乡村发展跑出加速
度。

2019 年，乘着农旅融合发展的
东风,门村村积极盘活乡村资源，将
90%以上土地统一流转至村集体发
展生态农业，种植太秋甜柿、玉米、
小香薯等生态农产品。目前这些产
品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也带动了

村民在本地就业。
“ 村 里 刚 组 建 了 直 播 团 队 ，这

段 时 间 还 在 集 中 培 训 ，准 备 直 播
吆喝销售农特产品。”桐村镇门村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范骏兴说，今
年 村 里 通 过“ 微 改 造 、精 提 升 ”打
造 门 村 村 农 事 服 务 中 心 ，吸 纳 年
初 乡 贤 建 议 ，把 老 的 办 公 楼 改 造
成一个集游览、研学、购物功能为
一 体 ，把“ 农 产 品 ”变 成“ 商 品 ”的

特 色 场 所 。 村 农 事 服 务 中 心 主 要
由 农 产 品 展 示 展 销 中 心 、仓 配 中
心、共富直播间等组成。

“ 全 年 能 解 决 300 人 就 业 ，今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经 营 性 收 入 有 望 突
破 100 万元。”童樟民高兴地说，门
村村在乡贤的引领和助力下，不仅
盘活了农户闲置土地，提升了土地
利用价值，还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
起来。

盘活乡村资源 发展生态农业
宋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