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丁罡 通讯员 邹可思

本报讯 层峦叠嶂的远山一眼望不到尽头，郁

郁葱葱的茶园使人仿佛置身绿色的海洋。站在遂

昌县蔡源乡永兴村的公路上，一片长势喜人的茶

园格外吸睛。“去年以来，村里引入‘一亩茶园’项

目，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从 0元增长至 30万元，低

收入农户增收 6000 元以上。”永兴村党支部书记

林建明说。

蔡源乡永兴村共有 11 个自然村，茶叶是当地

主要的农业经济收入来源。虽然自然生态优越，

但是因为没有渠道，村民们种植的土茶卖不出好

价钱。青壮年大部分在外打工，村里以老年人口

为主，几个行政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相对羸弱。

2020 年，蔡源乡党委政府、永兴村“两委”与

上海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了“一亩茶

园”承包计划，由财通证券员工对 60 亩茶山进行

认 领 ，标 准 为 2500 元/亩 ，500 元/垄（五 分 之 一

亩），公司员工认领的茶山范围内的茶叶由永兴

村两委负责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并加工后寄给对

应认领员工。

在随后的合作中，永兴村两委始终以“实”字当

头、“干”字为先的工作态度，给财通证券留下了深

刻印象。于是在 2020 年中期，财通证券继续投入

资金，建设“600+”茶山观景平台及会议室。2021年

初，永兴村村干部以“永兴速度”将平台建设完毕并

将茶山道路进行清理、美化，永兴“600+”茶园不仅

成为财通证券开展分时培训、分时办公的重要场地

之一，还吸引到一批外来客商在茶山体验采茶、炒

茶、品茶，为永兴村荒废多年的茶山带来了勃勃生

机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项目落地，农民增收。黄常山是永兴村的低

收入农户，他说：以前通过打零工赚钱，勉强可以

补贴家用。现在，通过参与茶园的劳作，每年可

以多得五六千块钱，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

活。

蔡源乡驻村干部雷泽远告诉记者，下一步永

兴村和财通证券之间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多，目前

正在谋划农产品的配送事项，该事项落地后受益

的不仅是永兴村，而且可以辐射到整个蔡源乡。

此外，使永兴茶山的茶叶实现全程自产、让“输血”

变为“造血”的茶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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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

加快建设“三城三地”，奏响共富最强音

遂昌县蔡源乡永兴村

“一亩茶园”实现富裕梦

□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沈斌

缙云高扬“丽水之干”的行动奋斗旗帜，以全市

排头兵的姿态和“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

劲头，加快建设“制造之城”“开放之城”“魅力之

城”，打造全省大花园核心区生态工业高地、丽水接

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先行地和世界文化旅游目的

地（“三城三地”），奋力争当山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先行县，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赶考之路上，比学赶超、

争先创优，干出“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实现 26县考核“五连优”。2020年缙云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位居浙江省第一名，连续 12 年实现

高位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锻造生态工业，做大共同富裕“蛋糕”

“山区县也能搞工业，山区县也能搞创新，山

区县也能引进世界顶尖企业。”在争当山区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先行县的总体要求下，今年上半年，缙

云县累计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32.89亿元，同比增

长 44.3%，总量居全市第一。

浙江君鸿机械是一家拥有 400 多名员工的民

营企业，本地员工占比达 80%以上，农村户籍工人

达 90%以上。数字化改革为企业转型发展创造了

新机遇，今年上半年浙江君鸿机械整体效率提高

20%，良品率提升 10%，预计今年营业额能继续翻

番。与此同时，君鸿机械承诺在未来 3 年实现员

工平均工资再增长 30%以上，让 400多个家庭过上

更加富裕的生活。

技术创新，激发共同富裕内在动力。浙江金

马逊机械现有员工 115 名，其中研发人员超过 42
名，包括了国家万人计划、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以及数名博士后、科研项目学科带头人。

金马逊机械副总经理林姚辰表示，一根小小弯

管的基础研究与高科技实践应用，让企业成为《数

控弯管机》《重型弯管机》等 14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的起草单位。金马逊机械的员工待遇，也跟着企业

的创新发展“水涨船高”。“车间许多工人月入过万，

两年内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三四千元。”

8 月 7 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播放了“丽水引

进肖特玻管”等浙江省共同富裕典型案例，讲述了

在没有发达地区政策、交通、人才优势的情况下，

缙云如何用生态优势吸引德国肖特集团投资缙云

壶镇的故事。这个案例打破了“好项目不会越过

长三角”的传统投资逻辑，也给当地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发展乡愁产业，探索富民之道

一般的杨梅每斤售价约 10 元，但是缙云仁岸

村出产的杨梅能卖 60元 1斤，一颗杨梅就相当于 7

元钱；在杭州繁华的武林广场附近，开出了“缙云

烧饼杭州总部”，店里有缙云来的“烧饼大师”坐

镇，小小一家店面，每天中午都坐满了人⋯⋯

一颗杨梅、一个烧饼为何有如此高的附加值

和影响力？这得益于缙云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乡愁资源活化、转化、产品化、市场化，缙

云爽面、黄茶、麻鸭等特产，也都创出“金字招牌”，

成为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记者了解到，缙云通过“五位一体”推进农民

收入全面持续较快增长，先行探索山区共同富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方面立足自身产业特色，

缙云创新建立“业长制”，设立“烧饼办”“爽面办”

等机构，实行“一办管一业”，推进富民产业蓬勃发

展。同时，缙云在浙江省率先制定实施 2.0版乡愁

产业富民增收意见，涉及 15 个大产业的扶持政

策，设立授信额度 20亿元的乡愁产业贷，从政策、

资金、技术各方面带给农民“真金白银”的实惠。

另一方面，缙云秉持“平台是产业发展的支

撑”理念，按照“推进建设一批、培育创建一批、规

划储备一批”思路，先后创成舒洪黄龙国家级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黄茶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等产业平台，入选浙南早茶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首批省级家庭农场整县提升试点县。

一组组“硬核”数据和荣誉可以看出缙云县乡

愁富民产业发展的成效：缙云烧饼实现产值 24 亿

元，入选国家级非遗和全国乡村特色食品名单；缙

云茭白荣膺“全国绿色农业十佳地标品牌”；缙云

黄花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 2020 年全

国乡村特色种植产品⋯⋯

构筑精神家园，文化富裕润泽城乡

“图书馆就在家隔壁，步行不到 5 分钟，每天

买完菜我就带着孩子来看书。”近日，朱女士来到

缙云县图书馆西桥分馆（阳冰书房）看书，她告诉

记者，街坊邻居常带孩子来打卡，阳冰书房成为了

附近居民的“精神驿站”，大家伙的幸福感都提高

了。

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形成

推动共同富裕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动力。缙

云县以当地文化名人为脉络，打造了系列城市书

房，在县域范围内建成了 12 家图书馆分馆，同时

在 18个乡镇（街道）设置了图书流通配送中心，为

231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提供物流配送、图书管理

等服务。逐步形成“县城 15分钟阅读圈”“乡村 30
分钟阅读圈”，让缙云处处飘书香，让所有人民共

享精神文化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缙云县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特别是理论宣讲、志愿者服务、文化礼堂建设等

多方面发力，让文明文化成为凝聚广大群众向上

向善的最大动力，形成精神文化共同富裕的合

力。

缙云在实践中心、所、站三级阵地基础上，打

造“点位密集、服务速达”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服

务遍布城乡，“15 分钟服务圈”建设卓有成效。各

乡镇（街道）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着

力打造不同的活动载体，壶镇镇湖川村实践站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倾情服

务老年人群体；仙都街道建设了一大批民宿文明

实践站，开设“一起悦读”乡村书吧驿站，让书香弥

漫乡野⋯⋯

“群众在哪里，我们的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坚持为民服务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

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入手，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缙云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记者记者 雷宁雷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