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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打造丽水 “两山” 实践
品牌基础

市农村农业局召开
“丽水山耕”品牌
提升工作座谈会
□ 记者 庄啸

本报讯 为正视“丽水山耕”存在
的问题，增强“丽水山耕”品牌自信、自
爱、自知、自强，3 月 18 日下午，丽水市
农村农业局召开“丽水山耕”品牌提升
工作座谈会。

2014 年 9 月， 全国首个地级市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正式面
市，由市生态农业协会注册，委托国资
公司丽水市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
营，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农业品牌
指导站，制订《“丽水山耕”集体商标申
请使用流程》等多项制度，落实专人负
责指导培育。

“丽水山耕”品牌成立以来，以“基
地直供、全程追溯、检测准入”为品牌
核心、 探索新型品牌运营模式。 依托
“丽水山耕”品牌引领下的“1+N”全产
业链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 不断提升
母品牌“丽水山耕”的影响力，实现企
业子品牌产品溢价， 逐步成为支撑农
民致富看得见摸得着的途径。

2017 年 9 月， 国家认监委正式批
复，同意在浙江省开展以“丽水山耕”
品牌认证为示范的农业区域公共品牌
认证试点工作。

为更好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完善
培育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体系
的实施意见》（浙委办发〔2018〕57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17〕46 号）、《关于支持“丽水山耕”
品牌提升发展若干意见》（浙工商标
〔2017〕6 号） 和丽水市委市政府关于
“丽水山耕” 区域公用品牌提升的要
求，落地《“丽水山耕”品牌建设实施方
案（2016-2020 年）》，规范“丽水山耕”
区域公用品牌使用，完善“丽水山耕”
商标品牌培育、管理、保护机制，“丽水
山耕” 区域公用品牌追溯规范方案日
前制订。

会上，各成员单位相关成员对“丽
水山耕”品牌建设发展各抒己见，并一
致认为要正视问题不足、居安思危，增
强“丽水山耕”品牌自信、自爱、自知、
自强，将其打造成为丽水“两山”实践
的品牌基础。

聚焦优先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

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余爱华

本报讯 3 月 15 日，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
要求，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
全市“两山”发展大会精神，牢固树立优先发展、融合
发展、全面发展、高质量绿色发展理念，全面奏响“丽
水之干”最强音，为推动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更
多的“三农”力量。 市委副书记李锋主持会议并讲话，
副市长杨秀清作工作部署，市领导杜光旻、丁岳清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我市农业农村工作亮点纷

呈、成效喜人，农民增收实现“十连冠”，农业绿色发展
迈出新步伐，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美丽乡村
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乡
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会议提出，今年是我市与全省同步决胜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要全面落实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方针，高质量打造“花园乡村”，培育乡村产
业，改善乡村民生，激发乡村活力，奋力开创“三农”高
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聚焦聚力，坚决完成精准扶贫、
“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等“三农”工作攻坚硬任务。

会议要求，要以“基层党建”为抓手，激发基层活
力、凝聚发展合力，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以“大搬

快聚”为抓手，注重规划先行、梯度转移、多策富民，重塑
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实现富民安居。 以“山字号”
品牌为抓手，做到确权定产、盘活资源、共享发展，推进农
村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换，加快实现产业兴旺。 以“产业
带、示范路”为抓手，推动点上盆景向全域美景全面升级，
加快实现生态宜居。 以“在外乡贤”为抓手，促进“丽水人
经济”与“丽水经济”良性互动，加快实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

会议通报了2018年度我市乡村振兴和生态精品现代农
业“912”工程等工作考核结果，表彰了 2018年度全市乡村振
兴优胜县（市、区）、优胜单位、全市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缙云
县等 6个单位作了典型发言。

将美景延伸为夜景

景宁“夜经济”助推农旅产业发展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叶莹

本报讯 在景宁东坑镇的大张坑村，不仅仅可以
在白天体验清新浪漫的独特魅力， 更是可以在夜晚
看到满园花海的流光溢彩。 温州游客王芳菲见到此
景忍不住将美图发到微信朋友圈：“我刚发的图就获
得很多好友点赞，这里的夜景真的很美，下次我要带
孩子过来过夜。 ”

除了东坑镇外，大均等小城镇的夜晚也是灯火
通明。 每到夜晚，篝火照亮了星空，乡民带着游客在
这里载歌载舞，共同度过一个个难忘的夜晚。

景宁各乡镇的美丽夜景得益于全县积极推进的
美丽城乡建设。 截至 2018 年底，景宁投入 1.5 亿元
建设和改造滨河 13 座桥系， 赋予每座桥不同内涵，
打造不同风景；投入 3000 余万元实施城区亮化改造
提升工程，在亮化上采用点、线、面相结合，动静有
序，色彩丰富，城市繁华与流水韵味相得益彰，打造

“全天候美”的城市景观带；在乡镇实施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 222 个，完成投资 2.14 亿元，整治“十

乱”问题点位 10573 处，乡容镇貌有了明显改善，大
大提升景宁休闲、观光、旅游品质。

现如今，每当夜幕降临，景宁鹤溪河两岸华灯初
上，游客可散步到廊桥美食一条街、博物馆、寨山桥、
府前桥、晋仙桥、绿道、凤凰古镇、千峡湖等多个景
点。两岸霓虹璀璨，站在网红“寨山桥”上向鹤溪河望
去，“一河两岸六桥”美景尽收眼底。

“漫步鹤溪河、听风、吃美食、赏夜景，总能让我
们忘了都市的喧嚣，找到内心的平静，在这里不仅白
天美， 夜晚更加具有魅力。 我到这里一待便是半个
月，特别喜欢在景宁感受这份惬意的慢生活。 ”来自
上海的刘建军告诉记者。

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升级完善， 夜间活动节
目不断创新，游客更有兴致住下来，民宿的入住率也
高了，带动了景区夜间经济的发展。

夜间经济也助推了该县旅游产业发展， 给当地
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据了解，仅 2019 年春
节期间， 景宁旅游收入达 2.34 亿元， 同比增幅
20.27%。

活化原生资源 创造新生产业

遂昌一村整村出租 摇身变茶园民宿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王海军 实习生 黄佳璐

本报讯 3 月 20 日， 位于遂昌县龙洋乡西滩村
的遂昌茶园村乡村活化项目———一期共投资 6500
多万元的“旗山侠隐”正式进行运营内测。

时间回到 2017 年 5 月， 当时户籍人口只有 47
户 147 人，常住人口不到 50 人的西滩村迎来了重生
的转机， 深圳乐领生活发展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
绿水青山， 直接将村里的 24 幢泥土房全部租下，一
幢 100 平方米的泥土房一年租金 1.5 万元， 连租 20
年，租金高达 30 万元。

说起投资茶园村， 深圳乐领生活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雷直言：“茶园村是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
活化，与当下的乡村振兴很切合，更能体现一个企业
的社会价值。 ”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后，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

学院研究小组的于长江教授和深圳市民间智库英特
虎的负责人、 社区治理专家金心异教授等专家学者
开始指导和规划。同时，遂昌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随时跟踪项目进展，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一期内装修基本都是使用手工，追求的是精品
精致。 二期还有剩下的 10 幢房子，今年年底要开发
完，届时将会形成 60 个客房的接待水平，消费是均
价每人每天 2000 多元。 ”说起经营，负责人孙武英信
心满满，“下步，村里还要开设无人超市，建立村史博
物馆，设立茶园武术传承研习基地等。 ”

目前，项目一期共投资 6500 多万元，修建了 14
幢房子共 35 个房间，还有生态农业、果树种植等茶
园活化项目正在推进，同时还建设了“茶园村社区发
展协会”， 旨在对接乐领茶园村项目公司与村委会，
整合各种资源，并始终遵循“就近用人、就近取材”两
个就近原则，促进近 30 名村民返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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