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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老屋去 良田美景来

拆后综合利用
提升土地效率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郑雨薇 叶艇 秦文臻

本报讯 这几天，遂昌县三仁畲族
乡高碧街上簟自然村内， 农民们正忙
着在废旧老屋改造的稻田里插秧，种
植新一季的水稻。

据了解， 上簟自然村是一个 B 级
地质灾害点，农户的泥房年久失修，再
加上地质灾害隐患， 村民下山搬迁愿
望迫切。上簟全村有 60 多户 200 多人
口， 整村搬迁工程于 2014 年启动，
2017 年 10 月完成拆迁安置工作。

“上簟自然村的这些高山危房存
在安全隐患，为此，我们对这片废旧村
进行复垦， 一来是避免地质灾害造成
损失，二来也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切
实保护水源及土地涵养。”三仁畲族乡
乡长雷菊香告诉记者。

村民的安置工作结束后， 乡里根
据土壤、地质条件，对上簟自然村的旧
宅民房实施了复垦项目， 新增耕地面
积 38 亩， 去年的亩产值已经达到
3000 元每亩。“现在这里主要是进行
杂交水稻的制种，利润高，算是让荒村

‘变身’良田，能够惠及民生。 ”雷菊香
说道。

上簟自然村只是遂昌县拓展拆后
土地高效利用的一方面， 遂昌县一直
以来坚持“拆违还路、拆违治脏、拆违
改造、拆违增绿、拆违添景”，拓展城市
空间，着力提升市容村貌。后江荷山湾
及大桥乌岭头农房拆除， 现已复耕复
绿，面积达 4.3 万平方米；三溪口改造
区通过拆后规划， 改造临时停车场面
积达 1.6 万平方米，有效缓解县城“停
车难”问题……2013 年至今，遂昌县
共拆除违法建筑 380.75 万平方米，其
中，2018 年全年完成拆违 60.53 万平
方米，拆后利用率高达 80.7%。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拆改结合，
有机结合拆违还路、拆违改造、拆违增
绿等，扎实推进 2019 年前山区块建筑
立面整治、石练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云峰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石练菊博
园改造、连直三期道路改建等一批‘三
改’项目，让城乡环境换新颜，改出美
丽花园城市。”遂昌县“三改一拆”办副
主任沈强说道。

云和千余幢老屋喜迎新生

空闲农房安置创收 600 余万元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程鹏鹏

本报讯 “五一假期四天的时间实
现营业额 5 万多元，在赤石像我家一样
利用老屋子发展民宿的还有不少。 ”云
和赤石乡赤石村的初尘居民宿业主董
益杰说。 赤石村通村的鹅卵石小道与
盛开的玫瑰让这座民宿显得很悠闲，
与数年前破乱的景象大相径庭。 这一
切都得益于空闲农房二次利用试点，
董益杰抓住契机从村民手中租下了该
幢房子，并进行了精心装修，让老屋喜

获新生。
2015 年 12 月， 云和县 1000 余幢

空闲农房全部上网招租，试水空闲农房
二次创业改革，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双赢之路，而赤石乡成为了空
闲农房二次利用的试点乡镇。

“赤石村有户籍人口 800 多人，而
常住人口却只有 150 多人，许多房子闲
置着，无人使用。 ”赤石乡党政办主任
朱哲勇告诉记者，如何利用好这些空闲
房子，让老屋焕发新生，就成为此次试
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赤石乡拥有广阔的云和湖水域，环境
优美， 早在 2000 年初就发展起了旅游产
业，近年来，又创新提出打造玫瑰小镇，
先后栽种了 1000 多种、 数万株玫瑰花，
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来。 游客的增多，让
许多人看到了商机， 他们主动与村民接
触，想要利用空闲房屋大干一番。

朱哲勇介绍，目前赤石村已有 6 幢老
房子进行了二次利用， 变成了农家乐和
民宿， 单算租金一年就有 10 多万元，对
于村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近年来，我县相继出台了《云和县

空闲农房二次创业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
《云和县空闲农房征收再利用试点方案的
通知》等政策，既可以让闲置资源得到充
分有效利用，也让村民拥有了一条增收致
富的道路，同时对于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
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刘君说，全县适合二次创业的空闲
农房有 1115 幢，目前已成功租赁 150 幢，
为农民直接创收 600 余万元。 下一步，他
们将继续深入推进空闲农房二次创业，带
领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让大家过上童话般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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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民宿）提前预订“一房难求”

景宁大漈乡村旅游提前“催热”旅游市场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刘辉

本报讯 近日，来自温州、金
华等地的 20 余个旅游团到景宁
大漈观光游览，当旅游大巴车排
成队驶入“云中大漈”，结伴而行
的游客热闹了整个景区。“和 6
年前相比，现在的大漈环境改善
太多了。 ”温州游客王先生说。

游客们游览了时思寺、柳杉
王、雪花漈等景点，进入大漈村
观光游览时，他们被这里美丽的
庭院吸引。 在陈守通的庭院里，
一场花卉“研讨课”正在生动地
开展，游客纷纷拍照、讨教养花
心得。

近年来，大漈乡依托千年古
镇文化底蕴、 海拔 1100 米的环
境优势，以升级硬件、完善功能、
拓宽业态、 优化服务为抓手，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 唤醒沉睡资
源， 带动了全域旅游和农家乐
（民宿）的发展。

避暑、纳凉、休闲、亲子互
动、 游学等是大漈乡村旅游的

“代名词”，通过与旅行社、游客
输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越来
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让乡村旅
游释放了无限的活力。

乡村旅游不是一时兴起，而
是持续火热的过程，随着旅游旺
季的到来，大漈的农家乐（民宿）
已经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
“云曦山舍” 的业主严冬花说：
“我家的 10 个房间，7 月中旬的
时间段已经被人全部预订，7、8、
9 月正是游客到大漈避暑纳凉
的时候，往年很多客人本来只住
三四天， 后面都会住着不想走，
而且回头客很多。 ”叶村土菜馆

的潘妙英说：“我家只有 4 个房
间，7 月和 8 月也已经有人预订，
而且都是住半个月的。 ”

大漈乡党委书记刘海华介绍
说：“近年来乡村旅游热兴起，很
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感受古风古
韵、避暑纳凉，我们也不断拓宽旅
游市场，通过旅游推荐会、宣传片
来展示大漈的乡村美， 让更多的
人了解大漈、 喜爱大漈、 来到大
漈。同时，我们也对全乡的农家乐
（民宿）进行规范化管理，提档升
级，形成特色，让游客感受家一般
的亲切和舒适。 ”

截至目前， 大漈全乡农家乐
（民宿） 入住率达 80%， 收入达
500 余万元， 双休日日均游客流
量超 2000 人。提前“催热”的旅游
市场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的收益。

小小“绿豆腐”做出花样大文章
农旅互融带来经济发展新机遇

□ 记者 庄啸 通讯员 林圆圆

本报讯 作为青田人， 每逢
夏季，总要制作一道清凉可口的
时令小食———绿豆腐。 5 月 24
日，青田瓯南街道南湾村举办了
首届绿豆腐节，100 多位市民和
摄影家齐聚南湾村，共享绿色豆
腐盛宴，品味生态豆腐文化。

此次活动，南湾村邀请了村
内 10 位绿豆腐制作大户进行现
场比赛。 制作现场，选手们手上
都忙个不停，将提前采好的豆腐
柴去掉杂枝，放到清水中，揉碎
叶子直到粘稠状，再进行过滤去
掉叶渣，然后加入凝固剂搅拌静
置，凝结成块。 在场的绿豆腐制
作大户都有十几年的制作历史，
每个人都有关于制作绿豆腐的
小诀窍，叶建荣家的绿豆腐就以

“最绿”脱颖而出。
“今天我是用硬壳乔做的，

不是用芒萁灰， 硬壳乔清凉解
毒，对肝肾有好处，而且用硬壳
乔也比芒萁灰做起来香一点，颜
色更好看。 ”参赛先手叶建荣表
示。 一碗碗色泽汪绿、软嫩细腻

的绿豆腐也吸引了在场观众的
注意力， 许多 70 后、80 后更是
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市民叶雄彬
表示， 小时候经常吃绿豆腐，南
湾的绿豆腐是天然、 纯手工的，
以后他会和家人经常过来买绿
豆腐。

近年来，瓯南街道围绕科学
发展、全面转型，坚持把绿色生
态产业作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内
容，南湾村是青田县生产绿豆腐

的专业村，目前村里已有 10 多户
农户专门从事绿豆腐的制作和销
售，每户年收入达 7-10 万元，南
湾村也将以此次首届绿豆腐节为
契机，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南湾村党支部书记杜建祖表
示，下阶段，该村将走集约化产销
模式，统一包装品牌，通过创建合
作社、村民入股的方式，进一步规
范当地绿豆腐产业， 进而带动村
集体和当地群众发展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