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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胡伟鸿 吴娅娅

十六年前，一项以“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互利双赢”为原则，事
关浙江发展大局的“山海协作”工程，在
浙江的绿水青山之间铺开。 有了海的呼
应，丽水这个山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景宁西南部的李宝村，一个镶嵌在大
均乡群山中的畲族村，全村 503 人，畲族
人口占 98%。

进入李宝村，迎面是一座畲族风情浓
郁的山门。 穿过山门，眼前的畲族特色民
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令人感觉仿佛置
身于一处世外桃源中。 而走在村中，生态
公厕、停车场、游步道等旅游配套设施又
让人感受到了一股现代气息。

最近，村里人因为一个喜讯而议论纷
纷：“外面来的老板又要在村里搞大项目
了！ ”大伙口中的“大项目”指的就是“畲
王寨”项目，这是杭州投资商卢仲华在李
宝村农旅融合模式中探索与实践的重要
环节。

从一个山陡、地少、交通不便，村
民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的“不毛之
地”，蜕变为美丽的农旅融合乡村振兴

目的地，李宝村的发展，始于“山海协
作”工程。

2006 年， 刚当上李宝村村支书的雷
刘东决心要改变村庄面貌， 他酝酿在村
里建设中药材基地。 然而， 因为资金短
缺，他的这一想法多年无法实现。

2010 年，景宁与沿海发达的鄞州、上
虞开展对口“山海协作”，村中药材基地
被列入结对帮扶群众增收致富项目，获
得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当年， 仅药材一
项，村人均就增收了 1000 余元。

初创成功，雷刘东并不满足，他又开
始谋划“美丽乡村·魅力畲寨”工程建设。
面对同样的资金难题，“山海之情” 项目
继续助力山村发展———鄞州连续两年给
李宝村送来了 60 万元资金。 同时，乡党
委政府整合上级政策资源，加大投入，在
李宝村实施了电路改造、 农房改造和农
村污水处理等系列基础工程， 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

环境变好了，小山寨散发出独特的魅
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城里人的目光。 借助
“山海协作”工程的平台优势下，李宝村
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朴实的民风引来了商
业资本的青睐。

四年前，卢仲华一头扎进李宝村后，这位
来自杭州、有着 20 多年从业经历的省内知名
旅游规划师就把李宝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
故乡”———2018 年，卢仲华睡在杭州家里的日
子加起来也就只有八天， 这其中还包括春节
期间的三天。

这几年，卢仲华在李宝村投入了 3000 余
万元，不仅让村民看见古法农耕、生态种植和
畲族文化的宝贵之处， 也大大促进了当地的
旅游项目。 在卢仲华的帮助下，李宝村积极践
行着“两山”理念，探索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实现

“点土成金”。 据统计，近两年，李宝村村民年
人均增收超 8000 元。

今年年初，卢仲华构思多年、为李宝村量
身定制的“洞宫畲王寨”项目进入了最后的立
项流程，这让他异常开心。 他说，能看到“村民
共富、乡土保护、伦理重建”的曙光，他很高
兴。 可以说，李宝村这座隐于山水深处的美丽
畲寨，在山海协作之下将大放异彩。

“现在，李宝村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了，循着‘李宝计划’一直往前，我们的步调
是慢了些，但未来肯定超乎想象。 ”雷刘东说
道。

丽水好人才 山海共赢谋福祉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邝光村

“庆元特色农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200万
元”“庆元特色产品走进长兴， 窗口销售额
3000万元”“铅笔业又将签千万订单”……

去年 5 月份以来，省委组织部选派支
持山海协作的干部来到庆元县，这些干部
全身心融入当地，大眼界谋布局，大力气
破瓶颈，大手笔开通道。 这不，他们最近就
纷纷晒出了亮点纷呈的“成绩单”，而“成
绩单”上一个个醒目的数字，在见证了庆
元动态发展的同时， 也见证了山“呼”海
“应”的深厚情谊。

挂职庆元县发改局副局长的嘉善
籍干部季卫钢去年刚来到庆元时，就

马不停蹄开始了深入调研。 当得
知庆元特色农产品销路不畅，

农民增收、 村集体消薄工作
进展迟缓的短板后， 他当

即联系了嘉善工商联的
相关人员来到庆元，

开展“千企结千村、
消灭薄弱村”工

作。 其中重要
的举措就是

让庆元农
户和嘉

善企
业

家以“产品+市场”为合作模式，成立了自
己的农产品销售公司。 之后，庆元借助嘉
善的资源，打开了农产品的销量，短短一
年，销售额就突破了 200 万元。

内生动力不足是庆元发展的最大阻
碍，“借船出海”就成了挂职干部最重要的
使命。

“庆元小吃非常有特色。 ”挂职庆元县
经商局副局长的长兴籍干部沈伟强是食品
安全线上的一名“老兵”，在来到庆元后，他
在当地美食中看到了商机，于是，他通过自
己的“老关系”，邀请了长兴餐饮协会会员
来庆元指导特色美食一条街的建设工作，
进一步擦亮了庆元特色产品的底色。

同时，在沈伟强的助推下，庆元的特
色农产品、工艺品也引进到了长兴城山沟
旅游景区的展销窗口里， 达到了双向交
流、合作共赢的效果。 截至目前，该窗口销
售额已经超过了 3000 万元。

宁波是我省外贸经济的桥头堡，来自
宁波的两位挂职干部促成了宁波市商务
局对庆元铅笔产业的专程考察，达成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

2020 年，宁波文具展上，庆元的参展
企业将享受高规格展位、高等级推介的待
遇。 今年浙洽会、消博会期间，庆元还将应
邀考察宁波得力、广博等龙头企业。

挂职庆元县发改局副局长的杜立峰
说， 现在宁波已经着手筛选优势文具企
业，近期就将再赴庆元对接铅笔出口的工
作，预计将为庆元铅笔行业带来数千万元

的大单。
旅游业是庆元的支柱产业，挂职庆元县

文广旅体局副局长的黄祥福在履职的第二
天，就赶往最偏远的江根乡，查看项目、给出
建议。 另外，挂职干部们还当起了义务宣传
员， 借助各自的平台推介庆元的旅游项目，
多地的职工疗养团先后来到庆元旅游，有效
地带动了当地消费。

庆元的生活相对艰苦，可挂职干部们苦
中作乐。 庆元本地干部在浙西南革命精神、
庆元精神的指引下克服各种困难， 想实招、
办实事的劲头也让挂职干部们备受鼓舞。庆
元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赖小文说，挂职干
部带来了经验、送来了实招，为本地干部树
起了“以干得助”的大旗，更为庆元打通了一
条条“问海借力”的大通道。

扶贫先扶智，人才是关键。去年以来，来
自嘉善、长兴、海曙三地的干部人才到庆元
开展干部交流，涉及发改、农业、卫计、旅游
等部门。 在“请人才来帮忙”的同时，庆元也
积极“送人才去学习”，共选派王国政等 7 名
干部赴协作 3 县(区)挂职学习。

“作为培养锻炼干部、优化干部成长路
径的重要平台，山海协作干部挂职互派工作
开展以来，选派了许多优秀干部到我县开展
工作，这对庆元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庆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新民表示，干部
交流互派变“引资”为“引智”，有力推动了两
地合作项目的对接、推进和实施，助推了经
济大发展。

丽水好投资 山海聚力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