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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水市区出发，经过大约一个
小时的车程，便来到海拔 840 米的仙
渡乡太山村红色之家农家乐露营基
地，“日出、云海、雾凇，这里就是我心
中的‘世外桃源’。”刚到露营基地，游
客范女士就开始搭起帐篷，围炉煮茶。

“一年前的太山村其实鲜为人知，
甚至快成为‘空心村’了。”该露营基地
负责人富慧娅介绍，她是太山本村人，
2022 年，她对传统农家乐进行改造升
级，打造出总面积近 400 平方米的露
营基地，并研究用户习惯、拍摄宣传照
片，通过年轻人爱用的社交媒体展开
宣传。开业仅三个月，营收便超五万
元，最火爆的时候要提前两周预订。

“我希望把新思想、新风格都带回来，
让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富慧娅说，
如今，仙渡太山露营基地已接待游客
数千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超 20 余
万元。

从整村搬迁，到一个村两户人，再
到现如今每周接待游客近 200 人，太
山村恢复了昔日的热闹时光，成为城
市人追逐的诗与远方。

太山村的故事只是仙渡乡的一个
缩影。革命老区、偏远乡镇走上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键的破局点是
寻找“乡村合伙人”。仙渡乡启动乡村
CTO 技能人才招募计划，通过“发布
一批合作项目、吸引一批青年创客、形
成一批共富成果”，持续营造良好的乡
村技能人才发展环境，培育更多新业

态。也正因如此，归乡创业的番薯大
王黄金武、匠心独具的修复大师林森、
机车一族的驿站大佬陈郁、化身农村
文旅运营主理人的斜杠青年雷冰帆、
太山之巅的网红大咖富慧娅⋯⋯一位
位新乡贤接踵而来，在此大展拳脚，给
老区灌入了年轻气息，给乡村带来了
时尚活力。

同时，乡村发展不能光凭“单打独
斗”，也要外部力量“搭把手”，塑造属
于自己的“流量体质”，为乡村经济持
续“引流”。为此，仙渡乡链接企业，让
沉睡资源“活起来”，持续释放资金红
利。

现在，仙渡乡大力推进集中式光
伏发电项目，向禾迈公司流转闲置园
地千余亩，建设完成公建房屋顶分布
式光伏，通过光伏发电每月为乡强村
公司增收超 1 万元。借助国企之力，
与宁波联安、丽汽集团等 4 家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涉及养老服务、文旅度
假、甘薯种植等相关业态，计划投资金
额 3000 万元。这些项目预计会带动
周边上百人就业，实打实地拓宽村集
体增收渠道。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仙
渡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仙渡乡将
谋划打造更优质的“合伙人”项目，吸
引更多能人加入“合伙人”队伍，激发

“合伙人”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赋能乡
村振兴，聚力打造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升级版”。

用好原乡人 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用好原乡人、引育归乡人、吸引新乡人

莲都区仙渡乡：乡贤助乡兴 激发新活力
朱亮羽 聂 涵

清风拂过山岗，乡边静沐暖阳。冬日里的丽水市莲都区仙渡

乡，处处充斥着热火朝天的烟火气息。甘薯产业园内，村民们忙

忙碌碌，制作着香甜的番薯干；桃花岭骑行驿站边，停着帅气迷人

的机车，各路骑行达人在此小憩，品着咖啡，吃着地瓜；太山露营

基地中，市民三三两两欢笑拍照，共赴一场草坪烧烤⋯⋯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红色乡镇，当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为勇于担当“山村伯乐”的前行人，仙渡乡以丰富的红色资源、

生态资源为依托，以旅游富民为使命，以“两进两回”行动为载

体，积极用好原乡人、引育归乡人、吸引新乡人，调动凝聚乡贤资

源，挖掘乡村深藏价值，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激活山区乡村致

富新引擎。

秋冬季节，正值番薯的收获时
间。走进仙渡乡葛畈村的甘薯加工厂
内，工人们正在将“糖化”的番薯进行
清洗、削皮、蒸晒、烘烤⋯⋯空气中弥
漫着香甜的味道。“做完这一季番薯
干，大约有 2 万多元的收入，在家门口
就能赚到钱，既方便，又开心。”葛畈村
村民陈大伯笑得合不拢嘴，又利索地
削好了几个番薯。

2022 年，黄金武带着中农智康科
技有限公司落户仙渡乡，成为一名真
正投资仙渡、发展仙渡的“新乡贤”，随
后建成了莲都区唯一一家甘薯加工
厂，打造了一条准自动化加工流水
线。仙渡乡积极探索农企发展新模
式，建立“加工企业+强村公司+合伙
人+农户”甘薯统购统收机制，“我们
以高价收购当地农户的番薯，投产以
来，企业加工番薯达到了500万斤，产
值突破 1000万元，甚至解决了 100多
位村民就业问题。”黄金武介绍说。

引回新乡贤、建立统购统收机制
只是仙渡做大做强产业，打造“苗种产
学研游”地瓜全产业链条的其中一环。

为了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种植意
愿，保证产业发展的基础，仙渡乡采购
了数十万株“浙薯 13”甘薯苗，免费派
发给乡里甘薯种植户，建设甘薯标准
化种植基地，出台地瓜种植补贴政策，

给予农户补助。
种得多，自然也要种得好。仙渡

乡“唤”来国家级甘薯专家及其团队多
次深入生产一线，帮助农民解决实际
问题，为甘薯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此外，还与浙江大学等
院校建立农业“双强”领域合作，建立
高校实践教育基地、技术培训基地、甘
薯示范基地，引进品种番薯等。

如何将红薯的藤蔓伸向四面八
方，提能升级“地瓜经济”？仙渡乡建
设甘薯基地，形成品类齐全、样式各
异的甘薯产业科普基地；建成集生
产、科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综
合体“甘薯公园”⋯⋯浙大选调生思
政教育实践平台、浙江农林大学薯类
所甘薯种植实践教育基地相继落户
仙渡，陆续组织学生到仙渡开展研学
活动。同时，仙渡通过“传统营销+
电商带货+项目活动”多线推广，围
绕地瓜产业发展，举办桃花节、桃薯
节、年货节等民俗活动，昔日的小山
村游客接踵而至，本地特色薯干、薯
粉、薯 片 ，成 了 许 多 游 客 的 年 货 清
单。小甘薯撬起了产业发展的“大杠
杆”，仙渡以生态农业、品质农业、特
色农业为基础，串联仙渡乡文旅资
源、产业资源、非遗资源，实现红绿金
融合发展。

引育归乡人 做大做强核心产业

穿越过绿水青山，仙渡乡桃花岭
文明公路驿站赫然出现在眼前。公
路驿站外，各式各色的机车整齐排
列，干净利落的自行车依次停靠，机
车发烧友三三两两喝着咖啡，自行车
骑友们吃着地瓜补充体力⋯⋯“这里
已经成了丽水骑友圈里的网红打卡
点了，我这周也来了很多次。”刚刚停
好机车的市民胡先生说。

桃花岭驿站地处仙渡乡滴水岩
村，位于莲都和缙云的交界处，距离
市区只有 21 公里。“开业不到三个
月，客流量就达到了 15000 人次，全
国各地的骑友都会来打卡。”桃隐咖
啡馆（桃花岭驿站）的主理人陈郁介
绍道。

在仙渡乡滴水岩村，当地村民经
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作物种植，年人均
收益仅有 1 至 2 万元。经过仙渡乡乡
贤的积极引荐，桃花岭驿站与滴水岩
村合作，以房租押金、抽成及雇佣村
民提供工作等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
经济收益。“以前这些房子都是闲置
的，现在我们把营业额的 5%提成给
滴水岩村集体。”除了咖啡驿站，陈郁
还 同 时 管 理 着 滴 水 岩 村 的 草 坪 公
园。村民们看着每周不断的游客，更
加坚定了共同发展的愿景。

桃花岭文明公路驿站的“爆火”，
改变的不仅仅是滴水岩村。

在莲都北部山区有条重要环线

通道，名为“滴双线”，该线路串起了
仙渡乡的滴水岩、南源、皂树、葛畈、
何金富几个行政村，桃花岭文明公路
驿站便位于仙渡乡滴双线的起点。
通过骑行产业的链接，当地农家乐、
露营基地、旅行社等资源共享得以激
活，骑行经济预计能够为仙渡乡带来
数百万元的创收。

作为莲都区唯一所有行政村都
是革命老区村的乡镇，滴双线还链接
着仙渡乡内的北乡革命纪念馆、红色
体验中心、红色古街、和合起义展示
馆等红色资源。仙渡乡与至逸文旅
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深挖红色遗迹 24
处，并打造了提线木偶讲述红色故
事、定向运动体验革命风云、指尖叠
绕共绘百年画卷等系列全新场景文
旅体验产品，推出“七个一”红色精品
一日线路、“学在仙渡”红色党史研学
一日游产品、红色疗休养精品线路。

近几年，仙渡乡将旅游与红色、
民俗、非遗、运动等深度融合，有力地
提 升 仙 渡 乡 乡 村 旅 游 的 品 质 和 品
位。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文
化旅游产业，并通过农村公路“微改
造”“精提升”的加持，今年以来，仙渡
乡 累 计 接 待 党 建、团 建、研 学 团 队
160 余个，各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
生 等 25000 余 人 次 。 吸 引 游 客
50000 余 人 次 ，旅 游 业 务 收 入 突 破
320 万元。

吸引新乡人 助力全乡共同增收

中农智康甘薯加工流水线

2023丽水第五届骑游大会骑进仙渡乡

仙渡乡甘薯现代化产业园（效果图）仙渡乡甘薯现代化产业园（效果图）

仙渡乡举办年货节仙渡乡举办年货节

仙渡乡太山露营基地仙渡乡太山露营基地

（本版图片由莲都区仙渡乡人民政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