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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重点

人物名片

范宏伟，遂昌人，2018年4月赴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挂职。挂职任通江县政府
办副主任，派出前任遂昌县石练镇党委副书记。

□ 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

2018年 4月 8日，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在家

人恋恋不舍的目光中，范宏伟作别遂昌，踏上了

千里东西扶贫协作之路。前往通江的路上，范

宏伟就想好了此次入川的目标——办一件事、

立一座桥、续一段情。

“三年援川，最大的使命，便是帮助通江完

成脱贫任务。”范宏伟说，这是所有援川干部身

上的重担，也是所有援川干部心中的夙愿。

三年过去了，范宏伟和其他援川干部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通江全县 157个贫困村脱

贫，112208名贫困群众脱贫,实现线上销售 1.85
亿元，带动线下销售 4.5亿余元。

在这份答卷的背后，是“浙江精神”“浙江智

慧”。为了能够因地制宜帮助当地百姓实现“脱

贫梦”“小康梦”，范宏伟初到通江，第一时间就

走乡镇、访部门、进村入户，不到半年时间，走遍

了全县 49 个乡镇和 157 个贫困村，掌握了通江

贫困的第一手资料，深入分析了致贫原因，积极

寻找对策良方。

范宏伟还记得，为了能够引入浙江企业帮

助当地发展蓝莓产业，他和同事跑企业、走部

门，深入洽谈不下几十次，最终才排除万难，与

浙江蓝美公司达成蓝莓产业合作框架协议。如

今，双方将力争三年内在通江建成三万亩蓝莓

种植基地，预计产值超过 5亿元，逐步建成川东

北最大的蓝莓生产加工基地。

在范宏伟奔走的脚步下，架起了一座遂昌

与通江之间的“桥梁”，这座桥上留下了浙江干

部的“奔跑形象”。在通江期间，范宏伟时刻提

醒自己，虽是一人之身，却代表着丽水、浙江的

形象。也正因为这份担当，他充分发扬“白+黑”

“5+2”的钉钉子精神，跑遍每个项目实施现场，

研究每份实施方案，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

保了三年里实施的 34个项目均顺利完成。

“如今在通江，只要提起浙江干部，只要提

起东西部扶贫协作，无人不竖起大拇指，所有在

通浙江人也因东西部扶贫协作而骄傲。”范宏伟

说，也正是这一份坚守和担当，让两座城市、两

地人民走得越来越近。

在承受孤独的同时，范宏伟也时刻体会着

“浙川情深”带来的温暖与感动。范宏伟告诉记

者，两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把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工作当做自己的家事来干，把挂职干部当

做自己家人来关心，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

上处处关心，让挂职干部备受感动，充满干劲。

“三年来，我们流过汗、流过泪，有过辛酸，

有过喜悦，唯一不变的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信心和决心，与日俱增的是与这方水土和这

方人的深厚感情，脱贫攻坚有尽时，深情厚谊无

绝期，愿这片红色故土真正变成发展的热土，愿

浙川友谊真正能够通江达海。”范宏伟说。

□ 记者 夏金地 通讯员 吴方汇 文/图

本报讯 近日，莲都区岩泉街道雨伞岗村的

雾耕小镇农旅基地正式开园，前来参观游玩的

市民络绎不绝。

雾耕小镇农旅基地，是利用农业景观和科

技种植技术相融合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

基地充分利用山地空间资源，实现了无土、无污

染、智能化种植的“种植革命”。

雾耕小镇农旅基地的建立，给雨伞岗村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地处莲都区东北部的

偏远小山村，山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村民以

种植水果为生，常年的连耕连种，导致土壤农残

多，耕作效率下降。丽水市农科院快繁中心主

任徐伟忠是雾耕技术的研发者。他告诉记者，

为解决村里的耕地种植问题，前些年，他带领科

技团队经过数月规划建设，致力于将雨伞岗村

的荒芜梯田打造成高品质蔬菜基地。

他们在村中建了一座土温室型垂直农场，

因有着“谷仓”般圆乎乎的外表，四周通小窗，内

部有天井，酷似闽南地区的福建土楼，常常被当

地人称为“小土楼”。

走进“小土楼”内部，一条条气雾管道呈螺

旋式上升，蒲瓜、西瓜、番茄等作物就长在管道

上，长势喜人。通过“空中造田”，“小土楼”实际

种植面积增加 4倍，而通过采用气雾耕作技术，

直接将富含碳镁磷等微量元素的营养液定向喷

洒在蔬菜的根系上，蔬菜不用泥土，吸收足够营

养和光照后就能生长。

内设的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犹如“大脑中

枢”，通过计算机控制，可自动检测温度、光照、湿

度等并实施精准施肥；管道上的喷头、进水管、回

流管巧妙构成了一个气雾循环系统，保证营养液

闭锁循环利用，保障零污染零排放。这样一来，

节水效率达90%，生产成本也能降低一半。

“一个普通农场，起码需要五六名工作人员

打理，按每人日工资 150元算，每天光人力成本

就得八九百元。”丽水市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付剑告诉记者，在雾耕垂直农场，蔬菜瓜

果种下去，除专人剪枝采摘外，无需灌溉、施肥、

锄草等，能节省劳动力成本 70%。

“小土楼”里生产出来的果蔬，除满足游客

观光采摘外，其余直供丽水市区的生鲜超市和

水果市场。因生态有机、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欢

迎，农场年销售额达千万元。

“我们以雾耕为主产业，结合科普观光、农

家乐民宿等，全力打造一个集观光、研学、采摘、

体验于一体的‘雾耕科普小镇’。使村里日均接

待游客达到 100 余人次，累计带动周边村庄村

民增收 200多万元。”付剑说。

“空中造田”，蔬菜“喷雾”就能长大

岩泉雨伞岗村“雾耕农场”邀你去打卡

范宏伟：愿浙川友谊通江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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