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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时常有移步换景的感觉。在前余村的果树园里，年轻主播正在推介果苗；走进长庚村的康养中心，老人们结伴晒晒太阳聊聊天；来到澧浦花木城，一

颗颗造型别致的盆景正分批装车；随意走进一个村，村民乐享安居⋯⋯今年以来，澧浦镇通过探索农房梯度流转政策、启动果树直播项目、建设康养中心推广“以老养老”，增加村民生

活收入，改善居住环境，多措并举激发共富新活力。

：多措并举激发共富新活力
叶梦婷 楚千会 徐慧斌

乡村振兴 各有妙招

“这个怎么卖的呀？”“这个南瓜很甜，我买过⋯⋯”近日，
在金华市婺城区城东街道青春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助农产
品展销摊位前，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居民。“居民群里通知这里
有卖一些农产品，我就赶紧过来看看，家里人都喜欢吃土货。”
家住青春小区的李阿姨一边说，一边仔细拿起桌上的农产品
看起来。

为持续推进党建引领“幸福家园”建设，青春路社区通过组织
“搭台”、群众“赶集”，推动服务与社区治理相融相促，让社区邻里
在公益集市上品味家园幸福滋味。

前不久，社区引进很多农产品，有来自塔石、琅琊等地的土
蜂蜜、绿茶、笋干等，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土货。“没想

到，活动当天，不少农产品都成了‘抢手货’，尤其是塔石麻糍，
很多吃过的居民都在问会不会再有。”青春路社区工作人员俞天
天说。

群众有需求，社区就帮忙寻找货源。经过多方了解，社区与
益侬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双方商量，决定在社区专门
设立助农产品展销平台，一方面帮助山区农产品提供销路，另一
方面则是满足居民的购买需求，“我们也会通过‘奔富’市集这一
平台，整合资源，在做好群众服务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该社区
党委书记郭玮说。

据了解，居民除了可以购买展销平台上展出的产品外，还可
以提前告知自己的相关需求，后续进行统一采购、配送。“在社区

设立助农产品展销平台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
渠道帮助山区群众把农产品销售出去，增加他们的收入。”益侬合
作社带头人陈艺说：“接下来，我们也会利用青春路社区的直播设
备，邀请农户前来直播，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模式来销售农
产品。”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今年以来，不光在青春路社区，城东
街道各社区也以党建为引领，不断优化为民服务理念，一方面深
挖资源，搭建“零工驿站”，为居民搭建起奔富桥梁；另一方面则通
过拓展公益服务事项，持续提升基层服务治理水平，把社区建设
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推动社区精细治理工作有深度、有力
度，更有温度。

：“线上＋线下”拓展农产品销路
胡敏霞

金东澧浦

“云上果园”打开果苗新市场

初冬暖阳下，前余村村民施晓君一大早就到田里，把新品种
柑橘果树的生长情况拍照，发给澧浦镇邀请的科技特派员张加强
博士，讨论下一步的管养方案。

往年这个时候，施晓君早就趁着天气好，开着三轮车把田间
的果树运到附近马路市场售卖。“今年有了‘云上果园’基地，我只
要入驻‘云摊位’，把果树放在基地，就有专业主播帮我卖，利润更
高，连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集扩展到了黑龙江、海南、广西等地。”
施晓君开心地说，以前她拉到路边销售，行情不好时经常被压价，
甚至早出晚归一整天果树都卖不出去。自从通过“云摊位”售卖
果树，不用担心被压价，形状修剪得好，价格还会翻番，她三天两
头收到补货的通知，滞销的果树变成了畅销“致富果”。

“云上果园”共富工坊果树直播基地占地 8 亩，是澧浦镇运用
“农户+村集体+平台”多位一体运作模式，打造的果树新零售及
物流服务“云平台”。“云上果园”不仅让果树有了好出路，还把更
多的致富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装卸工、叉车司机、主播⋯⋯平
日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了“富裕新动力”。

“电商进村直播带货又带路，不仅拓宽了果树数字市场空间，
激活了人才引擎，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还实现了土地要素增值化，
我们以每亩1000元流转到集体，通过基础设施提升，土地价值第
一年就增长至每平方米 20 元，增值 13 倍，真正实现了强村富民
促增收。”澧浦镇相关负责人说。

“以老养老”托起幸福“夕阳红”

底子相对较薄的村子，如何因地制宜发掘特色产业？
长庚村位于澧浦镇东南部，生态宜居，曾获得浙江省卫生村、

浙江省健康村、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等荣誉。目前村里有60周
岁以上老年人383人，占总人口的32%。

为解决养老问题，澧浦镇在底子相对较薄、造血功能不强，但
环境优美的长庚村，建设了包含居家康养楼、康养公寓、食堂、康养
服务中心、医疗室、宣教室等功能场所的长庚园康养中心。

该项目是在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再由长庚村、浣纱塘村和三
联村共同出资建设，所获收入按照出资比例分红，预计运营第一年
可获得 100 余万元的收入，可为 70 余名老年人提供“养、乐、医、
为”等高品质服务，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消
薄”项目，也是惠及广大老年群体、托起幸福夕阳红的民生实事工
程。

据了解，长庚园康养中心紧连着村办公大楼，与村两委、老党
员、妇联、志愿者等力量紧密融合，多元化的服务力量不仅减少了
养老服务中心的人员支出，还通过专兼力量联动，精准实施各项
保障措施，实现了专业与志愿的有机结合。

为了盘活村中闲置劳动力，澧浦镇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坚持
“以老养老”理念，部分护工来自村中 50 至 60 岁的村民，通过对
村民进行专业培训，探索出了一个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成本低、
覆盖广、不离亲、不离家的新型农村养老“澧浦范本”。

农房梯度流转圆了“安居梦”

推进共 同 富 裕 ，农 民 建 房 问 题 是 一 道 绕 不 过 去 的 必 答
题。

为此，澧浦镇从村民实际需求出发，通过一根“红线”牵两头
的方式，制定出台了包含引导农房梯度流转、实施宅基地市场化
分配、推进“两规”范围内土地集体托浮、鼓励村集体连片托浮、有
序处置“一户多宅”、加强农房建筑风貌管控、盘活增量空间支持
回乡安居等内容的宅基地分配改革八条意见。

随着“八条意见”的落实，澧浦镇宅树塘村村民程建能和程宝
云都很开心。程建能想建新房奈何没有建房资格，程宝云有建房
资格却无力建新房。

通过农房梯度流转，程建能把自己的砖混小楼调剂给原本住
在危房里的村民程宝云，程建能则在村中获得140平方米新建房
屋的建设资格。

“这样一套政策下来，我们村两委也松了一口气。平时一遇
刮风下雨及台风天气，我们都很担心程宝云一家的安全。现在程
宝云家能住上楼房，程建能家也能建起新房，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一下子实现两户村民的安居梦。”程伟民说。

“八条意见”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打破原有拆迁路径，聚力破
解指标难、空间小、资金缺等问题，在节约土地资源和减少搬迁成
本的基础上，扎实推进“扩中”“提低”，助力村集体消薄致富，让每
一户符合政策的村民都能实现安居梦。

婺城城东

澧浦镇俯瞰图 金华区澧浦镇人民政府供图

“秋月甘蔗赛过参”，十月以来，兰溪市女埠街道汇潭村
成片的甘蔗长势喜人，甘蔗地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汇潭甘蔗”是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汇潭村种植
甘蔗已有 300 多年历史，目前有种植面积 3000 余亩，年产甘
蔗 6 万吨。优质的沙质土壤，加上不断提高和完善的种植技
术，让这里的甘蔗具有独特口感，吸引了大批外地客商前来
采购。近年来，女埠街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产品深加
工，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甘蔗亩均收入可达 1.2 万元，制作
红糖等衍生产品年产值达 1000 余万元。

为 破 解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申 报 主 体 职 责 不 清、相
关工作缺乏有力抓手的难题，兰溪市委编办深入农业农村
领 域 开 展 专 项 调 研 ，从 调 整 机 构 设 置、优 化 职 能 配 置 等 角
度，充分考虑兰溪农产品发展实际需要，不断加强商标管理
保护，持续做优“地标富民”文章，在市优质农产品服务中心
增挂“市农产品营销管理中心”牌子，负责全市农产品展示
展销会筹办，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申报、协调、保护和
管理，为汇潭甘蔗、汇潭红糖等一批农特产品提供对外的展
销平台，持续打响“兰溪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助推地方经

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汇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邵建新介绍，甘蔗种植

和深加工已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另外，汇潭甘蔗还走进高
速服务区，借助高速公路庞大客流，不仅提高村民收入，增加
村集体经济，也愈加打响汇潭甘蔗品牌。接下来，将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探索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的

“ 汇 潭 ”模 式 ，并 充 分 结 合 千 亩 甘 蔗 林 ，大 力 发 展 甘 蔗 采 摘
游、观光游、研学游，真正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共同富
裕。

：千亩甘蔗打响富民金名片
应燕婧 龚凯晨

兰溪女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