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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近几年，杨楼村依托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与利用项目，获得了资金扶持，实施了外立面改造，建
设了杨楼溪两岸亲水平台、整村改厕及污水管网等项目，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民的生活质
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 通讯员 胡琦琪 胡松 胡志斌

本报讯 在庆元，说起锥栗就一定会想到五大堡乡

杨楼村。“杨楼锥栗”久负盛名，一直备受消费者喜爱。

据了解，杨楼锥栗至少有 300 年的历史。上世纪

50 年代，杨楼全村有锥栗 1600 多亩，是庆元县著名的

“锥栗之乡”。

“以前锥栗是作为粮食的一种补充，杨楼人都是吃

锥栗长大的。”说起锥栗，今年 66 岁的吴创举侃侃而

谈，他家种的最老的四五亩锥栗林就有 50 多年，是个

地地道道的老栗农。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锥栗受到了市场的青

睐，它的经济价值也逐步体现出来。

1995年，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便开始引导、扶持锥

栗产业，杨楼开始了锥栗的商品化种植。

吴创举也抓住时机，对老栗林进行技术改造，选育

优质品种进行嫁接，新增种 4亩嫁接锥栗林，慢慢地把

“种锥栗”经营成了一项增收事业。据吴创举估算，他

家品质好的锥栗每年能带给他 1 万元左右的收入，平

均每亩有 1000多元的收益。

在杨楼，锥栗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然而，杨楼锥栗

品牌还没打响以前，基本都是农户自己种、自己卖，经

常就有农户的锥栗滞销。

于是，2008年，杨楼村利用林权抵押担保，注资成

立了庆元县金果锥栗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农户手中

的锥栗，然后再联系销售推广锥栗，极大解决了滞销问

题。

2011 年，杨楼村还获得 100 多万元的特扶项目资

金，建立县东部锥栗交易市场，于 2012 年建成投入使

用，初步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全村现有锥

栗面积也发展到 4000亩。

不仅如此，杨楼锥栗还在技术创新、宣传方式等方

面与时俱进。近年来，杨楼村积极与市林科院对接，改

进锥栗种植技术，实现扩量提质目标，并且跟浙江理工

大学合作，为“杨楼锥栗”设计品牌 logo，做精品包装，

进一步提升了杨楼锥栗品牌的知名度。

经过多年发展，杨楼锥栗早已闻名遐迩。一片锥

栗林让杨楼人逐渐走上了增收致富的“康庄大道”，老

百姓的日子宽裕了，对生活的追求也更高了。

近几年，杨楼村依托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与利用

项目，获得了资金扶持，实施了外立面改造，建设了杨

楼溪两岸亲水平台、整村改厕及污水管网等项目，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提升。

五大堡乡乡长张一男介绍，下一步杨楼村将以银

屏山隧道开通为契机，因地制宜，利用好村内的古道、

河流、林地等自然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板，

不断在基础设施建设、集体经济增收、农民收入增长等

方面发力，将杨楼村打造成五大堡乡最美的“生态窗

口”。

□ 通讯员 黄卫华

本报讯 近日，2020 年“菇乡师傅”食用菌技术培

训班开班，为 65名食用菌种植大户就香菇生产模式及

技术体系、黑木耳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浙江庆元林-菇

共育系统等内容进行授课……

据了解，为深入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不断激发

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强化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打响

庆元县“菇乡师傅”的区域品牌，今年以来，庆元县积极

强化食用菌产业人才提升，先后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庆元

灰树花节、第二届“菇乡工匠”香菇剁花技艺擂台赛，在

屏都、黄田、松源等乡镇（街道）举办食用菌全产业链管

控技术等培训班 3期，培训学员 270余人。通过系统培

训，提高了菇农食用菌专业理论与实践能力，进一步提

升了庆元县“菇乡师傅”系列人才品牌影响力。

强化产业人才提升只是庆元县抓好食用菌人才培

养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庆元县还十分注

重强化外部人才引育和内部人才培养。

今年 3月，庆元县建设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并于

10 月签订了西安交通大学企业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

书，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毛帅进站开展有机富硒香菇

的技术研发项目研究。同时，加入长三角食药用菌创

新联盟成为联盟理事单位和中国种子协会成为会员

单位，外引人才工作不断推进，并选派专业技术人员

到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挂职学习。

据统计，庆元县在《农民日报》、CCTV2《生财有

道》、浙江日报等各级媒体，发表关于人才服务复工复

产、庆元食用菌、香菇味美财路宽等 20多篇宣传报道，

大力宣传庆元食用菌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提升庆

元县“中国香菇城”品牌知名度。下阶段，还将继续做

精技术、做响品牌、做深文化，加大宣传力度，力求通

过人才引领作用将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

庆元念好“人才经”
激活食用菌产业发展“一池春水”

□ 通讯员 吴菁华 张佳纯

本报讯“返乡创业初期，我的启动资

金不够，在县人力社保局帮扶下，向银行贷

了一笔钱，还享受了贴息，对创业的资金周

转帮助不小。”一说起创业担保贷款，庆元

县刘李芬电子商务服务部总经理刘李芬眼

神中充满着感激之情。

在外打拼多年后决定返乡创业的刘李

芬因缺乏创业资金，去年向庆元县人力社

保局申请了 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今年享

受了担保贷款贴息 17000 多元，两年来带

动就业 50余人。

为吸引“归雁”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

兴，庆元县人力社保局以“好政策+优服

务”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强有力扶持，让他

们安心创业。

据了解，除出台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

次性创业社保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

场地租金补贴等政策支持外，庆元县依托

澜蓝汇·庆元县电商创业园创业（孵化）基

地，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返乡创业人员

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创业指导、补贴

申请等“一站式”创业服务。

此外，庆元县还组建 40余名的创业导

师团队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有针对性、实

用性、分层次的创业培训和创业项目技术

服务，同时推出线上“就业创业码”，帮助返

乡人员更便捷了解就业政策和更灵活办理

就业业务。截至目前，申领人数 1000 余

人。

今年以来，庆元县返乡创业就业人数

达到 1682 人，其中就业 1419 人，创业 263
人；县人力社保局为 2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588 万元，向返乡创业重点人群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 11.6 万元，发放一次性创

业补贴 14人 7万元。

庆元县人力社保局

贴心服务吸引
“归雁”返乡创业

□ 通讯员 练玉萍 范飞春

本报讯“您好，您这些油瓶和饮料瓶一共 25个积

分，可以换一包面巾纸。”近日，庆元县荷地镇垃圾分

类积分兑换超市正式开门迎客。

荷地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面积 50 平方米。

超市内布置简约，整齐摆放着分类垃圾桶，墙上张贴

着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表、超市管理等相关制度，一方

面方便居民兑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居民对分类兑换

超市进行监督。在积分超市摆放着盐、牙膏、纸巾、食

用油、洗衣粉等日用品，货物十分寻常，但是“收款”方

式却不寻常。

“我们超市不收现金、不用电子支付，只收日常生

活中的可回收垃圾。”超市“收银员”孙欣欣微笑着给

村民介绍，超市每月 1 日和 15 日为营业日，遇上周末

则顺延。

开业当天，超市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生意”异常

火爆，共吸引了 40多位村民、学生等参与兑换，超市共

收集到 38节废电池、25个农药瓶、30斤塑料瓶及上百

个玻璃瓶。

近年来，荷地镇围绕“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垃圾积分兑换超市”的建立，对有害垃

圾、可回收垃圾进行科学化处理。同时，引导村民养成

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初步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及处置的运行体系，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不断改善和优化村庄生态环境。

接下来，荷地镇将采取线上+线下的宣传方式，做

到宣传全覆盖，鼓励荷地镇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同时，该超市也将根据垃圾分类工作的需要和村民的

需求，丰富兑换的垃圾种类和商品种类，提高村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力争成为庆元县农村垃圾分类

的典范，让垃圾分类不仅环保，还有“实惠”。

变废为“宝”

庆元县荷地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上线

庆元县五大堡乡杨楼村

深山锥栗变身村民致富“金果”

庆元县五大堡乡杨楼村村民在锥栗林捡锥栗庆元县五大堡乡杨楼村村民在锥栗林捡锥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