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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丛黄花育浓情 两地连枝谋富路
“莲都-剑阁”携手共建皇菊示范园 务实探寻脱贫致富之路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赵金淼

本报讯 4 月 28 日起， 由莲都繁育的
优质皇菊苗陆续抵达四川剑阁， 相关人员
及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皇菊定植工作，确保
皇菊成活率。

“莲都－剑阁”两个生态区位相近的美
丽城市，虽相隔千里，却千里同脉。 一年多
来， 两地人民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的架构下携手走到一起， 经双方共同努
力，在产业协作、项目帮扶、人才交流等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莲都区乡村特色产业皇菊， 凭借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 高效绿色的栽培技术，
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且种植技术成熟、
产品效益稳定， 是推广试种的不二之选。
经莲都—剑阁对口帮扶指挥部实地调研，
结合剑阁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决定引进皇
菊于剑阁县城北镇水池村示范种植。

莲都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示范园建
设， 积极组织派遣相关专家与专业技术人
员赴剑阁指导皇菊栽培生产技术，对皇菊
主要农事管理做详细讲解。 为保障皇菊长
期高效种植， 剑阁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
及莲都驻剑阁挂职农技干部将长期为示范
园提供技术支持， 整编技术材料与相关农
户分享交流，不断提升栽培管理水平。

“2018 年，我参加了农业局举办的致
富带头人培训， 在莲都参观学习的时候一
眼就看中皇菊这个品种， 无论是它的色
泽、 味道还是可观的经济收益都让我动
心。 今年在两地领导的帮助下，能把它引

到我们水池村种植， 我很开心， 也很有信
心， 我希望能靠种植皇菊创造一笔财富，
带领我们村创收、增收，为老家脱贫致富
做些贡献。 ”剑阁皇菊种植户邢明清说。

据悉，水池村 24 户贫困户为皇菊示范
种植园提供土地支持， 以土地入股的方式
形成利益联结，共计 92 位贫困人口将直接
受益； 该示范园建设所需劳动力优先考虑
该村贫困户， 为贫困村民提供增收渠道；
合作社引领带动全村及周边贫困户进行皇

菊栽植，推广皇菊栽培技术，所产皇菊可代
交于合作社加工、销售，高质量实现贫困人
口创收致富。

此外，此次皇菊示范种植有一万株皇菊
苗将用于乡村环境美化，形成“村+示范园”
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待至秋季漫山皇菊盛
开，通过开展赏花及产品鉴赏等活动，可吸
引市民纷至沓来休闲观赏旅游， 观光赏花、
休闲品茶，辐射带动周边餐饮、民宿等产业
发展，实现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美丽业态。

庆元山货“下山出海”

首家“庆元 800”品牌授权店落户义乌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吴立波

本报讯 4 月 27 日上午， 庆元县首家
“庆元 800”品牌授权店，在义乌市吾悦广
场举行开业仪式，迈出了庆元山货山海协
作的重要一步。

“庆元 800”品牌是庆元县 2018 年以
来聚力打造的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旨在发
挥海拔 800 米以上的高山台地资源、 优质
生态气候、 农业自然禀赋等优势， 发展高
山蔬菜、食用菌、水干果、云雾茶叶、中药
材等高山生态精品农业。

“庆元 800”义乌吾悦广场店位于市中

心商业圈———新城吾悦广场步行街内，面
积约 80 平方米， 展销庆元特色农产品 30
余种，涉及食用菌、黄粿、龙爪粟面、土猪
土鸡、稻田香米、金刚刺酒等系列产品。 义
乌店由牧犁农业公司建设运营， 实行线上
线下一体化销售和配送服务。 为加强农产
品质量管控， 该公司不但要求自己基地和
链接基地严格实行标准化生产， 还建立了
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 从源头上确保了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高海拔地区气温低，病虫害少，小气候
资源丰富，生长环境好，农产品品质突出。
“庆元 800”品牌授权店开业实现了庆元生

态农产品从种植到加工、从物流配送到销售
终端的无缝衔接，也确保了义乌市民能在第
一时间品尝到健康、绿色、新鲜的庆元特色
生态农产品。 开业当天，众多义乌市民就前
来“扫货”“尝鲜”。“这是正宗的庆元香菇、稻
鱼香米，烧起来味道很好，能在家门口就买
到这么原生态又有保障的农产品不容易。 ”
现场选购产品的义乌市民金阿姨赞叹说。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为大家准备了美
味的庆元特色小吃，有手工麻糍、煎黄粿粿、粟
米糕、摊社粿粿、乌米饭等等，也吸引了众多义
乌市民驻足品尝， 在感受乡村味道的同时，
体会简单却别样的小幸福。

水果沟带来百万收入

景宁东坑联建种水果走出致富新路径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夏赟

本报讯 这几天，景宁东坑镇村民吴望
根每天都兴冲冲地来到自家的葡萄园，看着
长势较好的葡萄，开始畅想今年的好前景。

“比起打临工， 我现在有了稳定的收
入，日子好多了。 ”在桃源村水果沟里，吴
望根一边忙着施肥，一边乐呵呵地说道。年
近五十的吴望根原来是村里的困难户，4
年前，桃源村乡间河道因“五水共治”焕发
新容颜， 党支部书记吴学芬便以农村土地
流转政策为契机，动员村里群众种植大棚，
也让吴望根动了心。

村里像吴望根这样种植葡萄的农户有

20 余户。 据了解，最初为解决农户缺资金、
缺技术、缺劳力等发展现代农业的困难，该
村充分利用产业扶贫政策， 由合作社牵头
抓总，产业能人示范引领，采取“合作社+
党员+贫困户” 联建的模式， 发展精品水
果。

除了种植大棚， 年龄大一点的村民还
可以到大棚里打工， 平时在合作社大棚里
打工的村民有二三十人，最忙的时候，打工
的村民有五六十人， 每人每天收入可以达
到 150 元左右。 50 多岁的村民彭利忠利用
空余时间去葡萄大棚里打工， 村里葡萄名
气打出去了，不用再为种什么、种出来能不
能卖掉而担心了，现在有收入了，供孩子念

书也没有以前吃力。
目前，东坑镇桃源精品葡萄种植规模达

到 80 余亩，涉及 10 余个品种，参与葡萄联
建种植的农户达 20 余户， 平均每年收益达
100 余万元。 同时，在发展葡萄的良好势头
下，桃源村还种下樱桃、桃子、猕猴桃、红心
李等精品水果，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果沟”。

“游客过来，吃、住、游都是消费，村民们
也从中获得效益，真正让美丽环境向美丽经
济持续转换。 ” 东坑镇党委书记吴海东说，
“特别是去年亲水节，光葡萄一天就卖 10 多
万元，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种葡萄尝到了
甜头， 我们对发展其他水果产业更有信心
了。 ”

莲莲都都皇皇菊菊（（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