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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要闻·莲都

阅读提示

乡村振兴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保护生
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产业，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记者 王秋蕊

本报讯 11 月 3 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徐光文赴黄村乡督导生态保护、资源开

发、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乡村振兴要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产业，促进农

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让百姓拥有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徐光文一行先后来到黄村乡黄泥墩村横

山自然村、黄村水库和上郑生态白茶基地，

调研古村落资源开发情况、水源保护情况和

生态白茶基地种植和茶叶加工情况。

横山自然村坐落于半山腰，土木结构的

老房子错落有致，掩映在层峦叠翠、云雾缭

绕的山林间，山下溪滩开阔、流水潺潺，风景

非常优美。

徐光文实地查看了村落地理环境，和当

地村干部深入交流，现场指导古村落保护和

开发工作。徐光文要求，横山自然村区位条

件优越，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要精心谋划高端

民宿、康养、乡村旅游等项目。以“大搬快聚

富民安居”为契机，动员“农民下山”；以“双招

双引”为契机，招引“资本上山”，积极引进社

会资本进村开发，打造亮点、形成特色、做出

精品，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落打造成人

人向往的现代版“桃花源”和“莲都秘境”。

黄村乡郑村白茶核心基地位于五釜山深

处，平均海拔约 600 米，白茶种植面积达 520
亩，亩均产值一万以上，独特的高山气候蕴

育了优质的高山生态白茶。

徐光文走进茶园，仔细查看、详细了解茶

叶经营种植、农民增收等情况，督促相关部

门尽快筹建茶叶加工厂。了解到去年有些郑

村村民尝到了茶叶种植的甜头，徐光文非常

欣慰，他强调，黄村乡要立足资源优势，将茶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坚持“一个专班、一个规

划、一个政策、一个品牌、一个专家团队”的

“五个一”工作机制，在标准化、专业化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采用“企业＋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不断做大做

强，同时积极打造区域品牌，提高茶叶附加

值，让山上的“绿叶子”变成农民增收致富的

“金叶子”。

黄村水库是主城区天宁水厂的配套水源

工程，位于瓯江好溪支流严溪中游河段、莲都

区黄村乡黄村村。徐光文详细了解水库的日

常管理、日常运维、防汛调度等情况，他要求，

要加强生态保护，强化水库精细管理，加强饮

用水源保护，确保市区人民饮用水安全。

□ 记者 王秋蕊 通讯员 陈伟 蓝洁

本报讯 日前，莲都区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获评由省建设厅等部门颁发的“浙江省城

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奖牌。

莲都环卫作为全市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单

位，近年来，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围绕“清扫保洁、中转清运、终端处置”等

方面开展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莲都环卫全面推进城区环卫保洁一体化

工作。新一轮保洁市场化加大了保洁设备、

车辆的配置，共投入 2756万采购了 758辆大、

中型环卫作业车辆，机械化作业率提升至

88.69%。同时，全体环卫人学史力行，充分发

扬“用脚步丈量城市”的精神，以绣花功夫落

实结对路段、公厕干部网格化管理责任，严格

落实各街道、基层环境卫生管理所日常考核、

城区管理科抽查考核、中心领导督查考核相

结合的三级考核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城区

环卫保洁质量，打造洁净靓丽的城市风貌。

垃圾中转站实行“全年 365天无停歇、全

天 18 小时不间断”运行机制，实行“五定”制

度，即：定人员、定车辆、定区域、定质量、定安

全，确保车走地净。对易腐垃圾、其他垃圾的

收运制定不同的收运时间、收运路线、车型和

清运频次，保证收运时间不浪费、清运路线不

绕行。强化落实垃圾中转站、垃圾清运车辆

病媒生物消杀工作，提高除臭频次，对地面顽

固污渍、残渣等每日冲刷，做到地面无垃圾、

积水残留。加大车辆排查力度，严防“跑冒地

漏”，切实保证垃圾中转站实现日产日清。

利用丽水元素、丽水文化、丽水特色的墙

绘、诗歌，积极打造“莲意”“竹韵”“诗韵”三座

“特色主题公厕”。近年来，共新建、改造公环

卫厕141座，实现硬件软件两提升。着重对老

旧公厕内部节水器具、蹲位、照明等设施进行

节水升级，截至目前，市区有56座环卫公厕为

节水公厕，共改造节水厕位 357个，节水率高

达 47%。2020 年，将囿山路公厕改造成丽水

首座“智慧公厕”，通过设置智慧镜子、智能除

臭设备和厕所人流检测及数据采集分析系

统，实现厕位管理、人流量统计、异味监测、用

水用电节能的智能化管理。

按照“一个园区、多点联动”的规划布

局，莲都环卫在务岭根区块的静脉产业园区

集中布置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置

中心、装修垃圾处理中心等终端处置项目，

承担市区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置任务。

莲都环卫登上省级“光荣榜”

□ 通讯员 李婧菁

本报讯 日前，莲都区太平

乡吴弄、长乐、富山头片区“千亩

茶园”工程启动建设，这是太平

乡继水果产业发展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探索绿色发展新格局

的又一重大举措。

太平乡“千亩茶园”一期开

发项目，共计 700 亩，涉及吴弄

村和长乐村，正式投产后，将有

300 余户、600 余名村民不仅能

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租金收

入,还能到基地务工,实现家门口

就业，每年将为村集体和村民增

收 100 多万元，为全乡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转型提供了重要范本。

项目精选茶园种植基地，将

茶园产区建设成美丽茶园景观，

未来还将建设茶叶加工基地，配

套完善产业设备，形成茶产业集

群，打造北乡区域茶产业集散中

心。同时打造“茶园民宿”“高山

有机食品”“茶园亲子”“茶园乡

村综合体”等项目，促进农旅共

同发展。

“太平作为水果之乡，枇杷、

蜜桔等水果特色产业已形成了

一定的影响力和品牌效益，本身

有着较好的绿色产业发展基础，

千亩茶园的建设，必将成为太平

乡新的经济增长点。”太平乡党

委书记邱丽平信心满满。

莲都区太平乡“千亩茶园”工程启动建设

□ 记者 王秋蕊 通讯员 朱韵洁

本报讯“我家去年种了一

亩地的红薯，增收了三四千元，

看到厂里效益这么好，今年又多

种了一亩。”眼下正值甘薯收获

季节，在仙渡乡皂树村的淀粉加

工厂，一批批新鲜出土的甘薯正

被运到厂区，正在生产线上忙活

的 村 民 周 慧 平 笑 得 合 不 拢 嘴 ，

“现在我又到淀粉加工厂上班，

每月还有三千元的工资，比外出

打工强多了！”

甘薯进入厂区称重后，工人

将甘薯投入生产设备当中，经过

清洗、制粉、过滤、除砂、脱水、烘

干 等 一 系 列 流 程 ，不 到 一 个 小

时，就变身为洁白的淀粉。这条

全自动淀粉生产线，每小时大约

可 以 加 工 甘 薯 2 吨 ，出 粉 500
斤。最新出炉的这批甘薯淀粉，

已经被多家企业预订，不久，这

些甘薯淀粉将通过莲都山超销

往全国各地。

甘薯种植与淀粉加工项目

是 2020 年中电海康集团在皂树

村的结对帮扶项目，该项目首创

“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合作

社、村集体、国有资本三方参股，

总投资 220万元。组建了由乡级

强村公司、5 个村集体和 1 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村新型股份

制经济组织，形成鲜薯收购、淀

粉加工、便捷仓储、订单销售、高

效配送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发展。

项目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试

运行，截至目前，项目有效带动

仙 渡 乡 285 户 农 户 种 植 甘 薯

315.7亩，在实现年销售额 103万

元、投资入股村集体获得 11%的

分红收益的同时，为农户亩均增

收 3500元。

目前，仙渡乡正在规划集科

普、体验、休闲、游乐为一体的甘

薯公园。为提升甘薯淀粉产量，

当地还将通过整治非粮化的抛

荒 地 ，进 一 步 扩 大 甘 薯 种 植 面

积。未来，仙渡乡将以甘薯产业

为抓手，以山海协作为契机，健

全完善全产业链，提升乡村自我

造血功能，做好“一二三产”融合

和农旅融合文章，切实推进村民

和村集体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土甘薯变身“金疙瘩”

仙渡乡淀粉加工项目开启绿色“增收门”

徐光文督导黄村乡工作时强调

保护生态环境 谋划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