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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深入左溪、官塘、江根、荷地、岭头等东部乡镇，走乡村、
进田园、看基地，就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涉林垦造耕地整改等情况开展调研指导。

□ 通讯员 胡松

本报讯 4月 14日—15日，庆元县委书记蓝伶

俐深入左溪、官塘、江根、荷地、岭头等东部乡镇，

走乡村、进田园、看基地，就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

情况开展调研指导。

“香榧是摇钱树，要坚持做下去。”在左溪镇岱

根村富宇家庭农场，蓝伶俐观看香榧树苗，了解农

场的建设模式、香榧栽植、抚育管理等方面情况。

她说，香榧市场潜力大，前景大有可为，要把种香

榧当作事业来干，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科学化管

理，做大做强香榧产业，充分发挥香榧产业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香榧产业成为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走进官塘乡白柘洋，蓝伶俐参观了革命遗址，

聆听革命故事，追寻红色足迹，并就古村落保护项

目、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蓝伶俐指出，白柘洋是革命老村，要传承革命

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厚植红色元素，以修缮红色

文化景点为抓手，建好具有时代特征和红色历史

文化元素的景观，把红色旅游打造成乡村振兴的

新亮点。村党支部书记要带好队伍，抓好发展，因

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把村集体经济做得更大更

强，让农民收入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

行走在江根乡有机白茶种植园里，蓝伶俐实

地察看了茶园建设管理情况。她要求，要打生态

牌，走绿色路，加强茶园管理，提升茶叶品质，打响

有机茶叶品牌，统筹推进茶文、茶旅、茶体验、茶康

养等融合发展，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延伸茶

产业链，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随后，蓝伶俐还来到位于浙闽边界的百山祖

国家公园东大门入口，查看入口景观建设情况。

她强调，要以打造庆元窗口形象的标准来规划建

设，突出生态自然，充分展现“中国生态环境第一

县”的魅力风采。

15日上午，蓝伶俐来到荷地镇马家地、岭头乡

杨家庄村等垦造耕地项目整改现场，实地查看整

改进展。

蓝伶俐强调，垦造耕地整改仍是当前的重中

之重。要一以贯之抓整改，明确目标、集中精力，

抓住有利条件，高标准推进整改，高质量按时完成

整改任务。还要拉高标杆抓整改，从高标准、高质

量入手，加强后期管护，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确保

经得起检验。

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到庆元东部乡镇调研时强调

用好“红绿”资源 加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 通讯员 周意含 鲍群玉

本报讯“我的爷爷生于 1919年，195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爷爷的柜子里，珍藏着多年的党章

和党员证……”4月 16日，庆元县竹口镇阜梁桥上

传来一阵阵饱含深情、慷慨激昂的讲述声。

由共青团庆元县委主办、竹口镇团委承办的

庆元县“廊桥说事·青年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

讲暨微型党课大赛在阜梁桥上举办，来自濛洲、荷

地、竹口等乡镇(街道)的 13名青年参加宣讲，吸引

了不少男女老少驻足围观。

据了解，庆元县自去年创新打造“廊桥说事青

年说”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品牌以来，已累计

开展三期青年宣讲比武，覆盖青年群众 600 余

人。通过青年活泼、朝气、新颖的表达形式，组织

青年宣讲队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广大群众对党

的方针政策、党的伟大历史有更好、更透彻地理解

和认识。

“在廊桥上说事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作

为新时代的庆元青年，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习革

命前辈们的精神，让他们的精神指引着我们不断

前进，能够更好地向前、向上，为祖国的未来奉献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竹口镇年轻干部吴莉莉也

是参赛的 13名青年之一，此次比赛她结合自身工

作经历带来题为《无“苦”不青春》的微型党课。

“在廊桥上说事，是庆元微宣讲的一张好名

片。虽然今天是在廊桥上演说，但我想这并不亚

于在大舞台上的精彩。”团县委副书记刘文俊表

示，希望通过宣讲比武的形式，让青年团干们结合

身边故事和自身经历，讲百年奋斗，讲家国情怀，

讲发展成就，讲时代精神，以鲜活生动的故事、情

真意切的语言让党史学习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

人心。

初心不变是“红”桥 百年党史青年说
庆元县“廊桥说事·青年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暨微型党课大赛举行

□ 通讯员 吴继峰 吴强

本报讯 眼下正值羊肚菌成熟采收时节，在庆元县

举水乡丰洋村羊肚菌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鲜

的羊肚菌，每天基地产出的羊肚菌有 100-200斤。

今年 26 岁的基地负责人陈其鑫 2016 年从食用菌

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庆元开始从事香菇原种栽培，后

来偶然接触到羊肚菌，了解到市场上羊肚菌供不应求，

而庆元从事羊肚菌产业的人较少，所以萌生了种植羊

肚菌的想法。

2020年 10月，陈其鑫到多地考察后，最终将培育基

地选在了适宜羊肚菌生长的丰洋村。丰洋村落岭洋为

庆元东部山区较少的高山台地资源，整片面积约 800多

亩，且海拔 1000多米，高海拔的气温优势和平原式的土

地资源为羊肚菌的培育创造了优质的环境。

目前，陈其鑫的 10多亩羊肚菌长势喜人，最大的能

达到 70多克。据估算，每亩产量预计达 400-500斤，按

当前 90 多元每斤的市场价来算，预计亩产值达 4 万多

元。同时，羊肚菌栽培过程中，陈其鑫还为村内的闲置

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今年预计基地产值有 40多万元，今后希望能成立

合作社，采用‘订单农业’的统购统销模式，进行包收包

销，激发村民种植热情。”陈其鑫说，他打算将技术传授

给周边村民，带动更多村民种植羊肚菌，合力发展羊肚

菌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羊肚菌作为举水乡的新兴产业，从播种到

采收结束仅需四五个月时间，且羊肚菌发育时间是其

余庄稼都不适宜生长的秋冬季，在发展上能与当地的

传统农业形成较好的互补。

举水乡副乡长林育建表示，举水乡农业资源丰富、

优质，当下依托“双招双引”战略抓手，正努力招引更多

像陈其鑫这样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发展产业，让乡级产

业更加多元化、高效化，让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更多。

庆元县“95后”小伙扎根田间种出“宝贝”

一亩能赚4万多元

□ 通讯员 练玉萍 刘婷婷

本报讯“庆元县行政服务中心授予我的家庭农场

为结对帮扶基地，今后在农副产品销售问题上，我再也

不用发愁啦。”近日，庆元县行政服务中心“青蓝计划”

党员来到竹口镇大泽村老蔡家庭农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第一课”党日活动，并将老蔡家庭农场确定为结对

帮扶基地。

老蔡家庭农场于 2019年 3月成立，主要生产香菇、

黄金菇、木耳等食用菌产品，农忙时可以为村民提供就

业岗位 80多个，帮助村民增加经济收入。

“老蔡家庭农场结对帮扶基地”的诞生，是庆元县

行政服务中心“青蓝计划”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积极

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据庆元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姚增辉介绍，帮扶传递

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蓝计划”党员干部以学

带干，不仅群众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还能够让党员干

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多一份力量。“青蓝计划”

自成立以来，积极帮扶老蔡家庭农场，多次到相关部门

对接申报省级现代农业园建设项目，为其争取到中央补

助资金126.9万元，用于新鲜食用菌节能环保烘干设备。

接下来，“青蓝计划”的党员干部们将继续帮助老蔡

家加强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会更加自觉地到其

他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把担当实干挺在前

面，多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实事，以此检验党史

学习教育的成效。

庆元县行政服务中心

走进菇棚为群众办实事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庆元县“廊桥说事·青年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暨微型党课大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