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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使斋郎村的红色旅游也跟着红火起来，全国各地游
客慕名而来，感受红色文化、品尝农家菜肴，给当地农家乐带来了不少生意。仅2019年，民宿、农家
乐综合收入52万余元，实现了红色资源的价值转化。

□ 通讯员 毛雨婷 吴明标

本报讯 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依山傍水，村后

山峦延绵，犹如一道碧绿的屏障，村内红色资源丰富，

旅游配套齐全，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学习参观。

素有“红色斋郎”之称的斋郎，地处庆元、龙泉、景

宁三县（市）交界点，是浙江省最高的行政村之一，是

1935 年红军挺进师“斋郎战斗”的发生地，拥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积淀。

斋郎和“斋郎战斗”作为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中

的一个重要篇章，犹如镶嵌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核心区

内的一颗“闪闪红星”。

过去几年，在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引领下，斋郎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 年 4 月 28 日，总投资

4000万元的“斋郎军旅小镇”暨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利用重点村项目正式开工。自项目建设以来，斋郎

村新建了自来水、村口城墙、红军广场、干部培训中

心、碉楼、公厕等基础设施，提升了红军讲堂，红军指

挥部和沿街民房，红色氛围越来越浓厚。

在装修一新的斋郎村文化礼堂，这里已经开展了

斋郎乡村春晚、重阳敬老活动、拍全家福、送福字送春

联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它不仅是斋郎村文化富民的

重要载体，也是游客市民的一个“红色教育”大讲堂。

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使斋郎

村的红色旅游也跟着红火起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

来，感受红色文化、品尝农家菜肴，给当地农家乐带来

了不少生意。仅 2019年，民宿、农家乐综合收入 52万

余元，实现了红色资源的价值转化。

“红”是斋郎的底色，而“绿”是斋郎发展的动能和

希望。红色品牌的打响也带动了村里的绿色生态农

产品品牌。

每年的秋冬时节，斋郎村党支部书记叶伙有都忙

着从村民家中收购高山蔬菜、粮食等生态农产品，这

些优质的农产品将通过“生态+”扶贫模式，销往全国

各地。

“近年来，斋郎村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了村内 500
多亩农田、17000 多亩林地，发展高山蔬菜、中药材、

红米、覆盆子等产业。”叶伙有介绍，接下来，斋郎军旅

小镇建设的思路是“红+绿”的深度融合，继续做好高

山生态农业，扩大“斋郎红”“百山祖 1856”等农产品

品牌影响力，通过引进工商资本，推动红色资源和绿

色产品的价值转换，实现村民的增收致富。

山上新种的油茶，迎风起舞的水稻，火红的藜麦，

成片的高山蔬菜，都孕育着斋郎发展的新希望！

如今，村子变美了，村民脱贫了，欢声笑语多了，

村民们日子也越来越红火。浙西南革命精神的红色

基因和绿色发展的理念，成为了斋郎这片“红色沃土”

的“内动力”，幸福之花处处开。

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

红色沃土开出“幸福花”

□ 通讯员 吴慧萍

本报讯 眼下正是甜桔柚上市的季节，近日，在

庆元县淤上乡天宫种养专业合作社里，十几名工人

忙着将采摘下来的甜桔柚进行分拣、装箱，随后有

序装到永康市供销社华联商超专用运输车上。而

这，得益于庆元县供销社牵线搭桥，让合作社拓宽

了销售渠道。

据了解，近几年，天宫种养专业合作社通过庆

元县供销社牵线，在省农科院专家的科学指导下，

甜桔柚品质和产量都得到极大的提升，今年的甜桔

柚产量达 20多万斤。为进一步扩宽销售渠道，县供

销社与永康市供销社积极对接，使该合作社甜桔柚

进入永康市供销社旗下华联商厦农副产品专柜，开

拓了新市场。

“我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品尝，了解到该合作

社出产的甜桔柚多汁、甘甜，品质高，两地供销社的

合作对接，既能拓宽销路，也可以让永康老百姓品

尝到庆元的特色。”永康华联商超运营部经理李江

强说，第一批先运 5000斤甜桔柚回永康销售，后期

预计还会增加 2-3 万斤左右。此外，庆元香菇、木

耳等特色产品，后续也会有进一步的销售合作。

种得好也要卖得好，产品打开销路，农户才能

增收。近年来，县供销社不断加大服务“三农”力

度，积极与杭州、上海、温州、金华、永康等地对接，

推广庆元县特色优质农产品，减少销售环节，让农

户获得更大收益。同时，加大对农产品质量把关，

引入农业专家科学指导，从源头把控，保证产品的

品质与产量。

今年以来，庆元县供销社已帮助全县农户销售

猕猴桃、玉米、香菇、甜桔柚等农特产品约60万斤，极

大程度消除了疫情带来的打击，振奋了农户生产信

心，也进一步把庆元优质农产品推上了千家万户的

餐桌，打开了产销双赢局面。

“今年农产品销售问题比较突出，县供销社通

过积极联系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直接带动农产

品销售。”庆元县供销社合作联社副主任何信肖表

示，接下来，供销社还将充分发挥农产品流通服务

主渠道作用，为农产品流通搭起桥梁，将更多优质

农产品推向市场和消费者，从而促农增收。

庆元县供销社巧做“红娘”为庆

元农产品拓销路

帮助全县农户销售
农产品约60万斤

□ 通讯员 周春燕 张佳纯

本报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生产

经营影响不小，特别是运输行业受疫情影响较

大。此前政府出台了社保费减免、返还等惠企

政策，没想到现在又有个‘以工代训’政策可以

申报，虽然金额不多，但也切实为我们减轻了不

少负担。”近日，庆元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刘丽珍表示，受益于“以工代训”政策，公司

享受了补贴资金 40000 元，该笔资金可用于提

升职工技能培训。

为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援企稳

岗，扩就业保民生工作，帮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稳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自 10月中旬起，

庆元县人力社保局大力开展“以工代训”工作，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足额兑现“以工代训”补

贴。

“我们通过县政府网、微信公众号、短信等

渠道发布‘以工代训’补贴相关内容，包括补贴

对象、补贴金额及相关申请步骤和注意事项，确

保政策通知到位。”庆元县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

科科长陈冲表示，为确保惠企政策落实到位，县

人力社保局不仅在政策宣传下工夫，还成立专

线电话，指派专人为企业申请“以工代训”补贴

提供暖心解答服务。截至目前，已接到 200 余

家企业的电话咨询。

对于申请“以工代训”操作方面存在问题的，

庆元县人力社保局积极响应“最多跑一次”理念，

推出“帮办”申请服务，企业只需带上企业公章及

开户许可证到县人力社保局申请，该局根据程序

要求，严格资料审核，即可面对面帮助和指导企业

操作“以工代训”补贴申请办理手续。

截至目前，庆元县符合“以工代训”政策的

企业共 824家，目前系统上已申报成功企业 582
家，共计申报享受补贴 7004 人次，申报享受金

额达 280.16万元。

庆元县发放280多万元“以工代训”补贴
惠及582家企业7004人次

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鸟瞰图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鸟瞰图

□ 通讯员 吴慧萍 吴家真

本报讯“幸好有农商银行提供的农户小额

普惠贷款，农场才能继续维持下去。”近日，庆元

县百山祖镇黄皮村养殖户吴礼银在提起庆元农

商银行的“浙里·惠民贷”产品时，赞不绝口。原

来，受疫情影响，农场断了销路，资金一时无法

周转，他到银行办理了 20万元的农户小额普惠

贷款资金，解决了农场的资金之忧。

农户小额普惠贷款金融服务是由庆元县农商

行为农户提供“免担保、纯信用、广覆盖、低门槛”

的小额普惠贷款服务，具有“一次授信、循环使用、

随贷随还、利率优惠”等优势，旨在依托庆元县农

信系统、农业农村系统优势，满足农户生产经营和

生活消费需要，让庆元县农户真正享受到便捷的

普惠贷款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

金融需求，今年 8月以来，庆元县农业农村局与

县农商行共同推进全县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工

作，进一步引导金融资金支持“六稳”“六保”，高

质量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为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推进，庆元县深化党建

引领，通过政银联动，全面推进农户小额普惠贷

款“增户扩面”工作，按照“信息采集、无感授信、

有感反馈、贷前签约、按需用信”的农户小额普惠

贷款创新模式，农户无需办任何手续就可以无感

获得授信，全面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

融，有力推动了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授信工作。

截至目前，庆元县 19个乡镇（街道）已启动

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推广工作，乡镇（街道）推进

率 100%；已完成授信农户 34889户，其中低收入

农户数 1350户；普惠授信总额 44.32亿元，授信

农户覆盖率 100%；已用信户数 2.11 万户，用信

金额 39.7亿元。

为金融惠农添动能

庆元县农户小额普惠贷款
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