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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要闻·莲都

阅读提示

要切实抓好治水工作，将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通过建设
美丽环境，助推美丽经济。

□ 记者 王秋蕊

本报讯 11 月 4 日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光

文深入宣平溪流域督导“五水共治”工作，他强调，要

切实抓好治水工作，将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

山做得更大，通过建设美丽环境，助推美丽经济。

在联城街道港口村，徐光文和当地干部深入交

流，详细了解宣平溪水系治理、河长制落实、规划开发

等情况，现场交办发现问题，指导村庄未来发展。

徐光文强调，宣平溪流域是莲都区生态环境最

好、自然风光最美的区域之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搞

好开发，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要切实保护好环

境，持续推进河道治理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同时

组织发动村民开展村庄环境微改造，让水更清、岸更

绿、村更洁、景更美。要做活“水文章”，关键在于植入

业态，全面规划吃、住、行、游、养、闲等产业链，打造集

生态观光、乡村度假、休闲康养等为一体的慢生活休

闲度假目的地，让当地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在老竹-丽新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徐光文详细

了解项目进展、政策处理等情况，现场办公牵头解决

项目推进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求相关乡镇街道和部

门加强协调沟通，做好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莲都区老竹-丽新污水处理厂工程总投资 8182.99
万元，总用地面积约 22 亩，建成后近期可完成每日

3000 吨的污水处理量，远期 5000 吨处理规模。截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 88%，完成投

资 7300万元。

徐光文强调，污水处理问题与生态环境、生活环

境密切相关，老竹-丽新污水处理厂是关系到莲都西

部乡镇百姓切身利益，对“五水共治”起关键性作用的

民生工程，必须严把项目进度关、质量关，千方百计加

快推动工程建设，确保按期竣工投入使用，早日发挥

出应有的作用。

□ 记者 王秋蕊 通讯员 李婧菁

本报讯 走进太平乡的牛头山蜜桔园，金黄色的

蜜桔挂满枝头。眼下正是蜜桔的收获季节，蜜桔园负

责人傅陈波带领村民们正在采摘蜜桔。牛头山蜜桔

园共种植蜜桔 80亩，自 2019年投产后，总产量约 15万

斤，精品单价高达 10元，全部脱销。

牛头山有着土质优良、光照充足等天然的地理优

势，是太平乡蜜桔种植最密集的区域，这里生产的蜜

桔细腻柔嫩、水分充足，口感好、甜度高，深受群众欢

迎。据了解，太平蜜桔作为莲都最老牌的水果之一，

上世纪 70年代便久负盛名，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价格过

低等原因发展不景气，近年来太平乡致力于重振牛头

山蜜桔品牌。

傅陈波是丽水有名的水果种植技术专家，是太平

蜜桔种植的能手，也是当地枇杷产业带头人。他介

绍：“枇杷和蜜桔都是我们太平水果的主导产业，我把

枇杷产业成熟的管理模式运用到蜜桔产业中，提升蜜

桔的价值。”2016年，傅陈波在下 村建成全省首个枇

杷种植温控智能大棚，将先进的技术传给当地的农

户，他成立的丽水市丽白枇杷产销专业合作社现有社

员 100多人，带领当地农户一起增收。

太平枇杷栽培历史悠久，是当地当之无愧的富民

产业。2020 年太平乡枇杷年产量 240 万斤，单价 20-
30元，产值约 2000万元，2021年，虽然受 2月份寒潮影

响，产量不到 40 万斤，但每斤价格高达 50 元，产值也

达到 1200万元左右。太平乡连续几年举办枇杷节，枇

杷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远销全国各地，枇杷

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户每人每年增收 5000元以上。

水果是太平乡的支柱特色产业，全乡水果种植面

积 2.18 万亩，牛头山蜜桔、下 白枇杷、长濑无籽瓯

柑、横岗迎庆桃等产品享誉市内外。一直以来，太平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水果产业，尤其是积极打造

“太平枇杷”“太平蜜桔”两大品牌。枇杷树和桔树这

两棵“致富树”结出了“幸福果”，让太平当地百姓在共

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甜蜜。

水果特色产业蓬勃发展，项目建设也如火如荼。

在太平乡吾古村，高高的塔吊矗立在小安溪旁，一座

规模庞大的新城即将拔地而起。总投资 50 亿元的灵

康蓝城·杏福小镇项目开发至今，已经完成展示厅、生

活馆和部分中式合院建设，法式风情街等子项目建设

也开始启动。

下一步，灵康小镇将导入健康医疗、教育培训、健康

颐养等健康产业，打造健康产业集群，一个全新的多功

能、多业种、多业态的商业集合体在太平拔地而起，一幅

“丽水山居图”式的康旅小镇生活场景将在这里展现。

太平乡党委书记邱丽平介绍，下一步，太平将围

绕打造“果香太平，康养胜地”的发展目标，聚焦区域

特色，分片构建“三个经济圈”，即康养产业经济圈、水

果产业经济圈和红旅产业经济圈，将太平乡打造成

“两个园”，即丽水城区的“后花园”，太平百姓的“幸福

园”，全力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

种好两棵致富树 构建三个发展圈

太平乡打造城区“后花园”和百姓“幸福园”

□ 通讯员 余俞乐

本报讯 今年乡镇换届以来，一大批

优秀年轻干部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如何提

升新班子的履职能力？根据莲都区委组

织部要求，大港头镇结合实际，通过新老

一对一结对，以老带新，助力新班子“乘风

破浪”。

“我们是基层干部，要了解项目进展，

一定要经常去现场看看。”钟建成是大港

头镇组织委员，也是和新上任的副镇长张

伟结对的“老乡镇”，他们结对的第一堂实

践课就是下乡调研。

在小井村，钟建成带着张伟深入田间

地头，了解当地的高山蔬菜种植情况。小

井村平均海拔 750 米左右，山水秀丽、云

雾缭绕，独特的山水资源，适宜种植高山

蔬菜。由于相对偏远，村里年轻人大多外

出就业，一些土地也处于抛荒状态。为了

提高当地村民收入，大港头镇将这里开发

成为莲都的订单农业项目种植基地。

“现在通过合作社流转了 100 多亩土

地，以后我们跟丽水山耕达成‘以产定销’

这样一种合作模式，把高山蔬菜的产业做

起来。”钟建成为农户详细解释高山蔬菜

的合作方式，在听了他的耐心介绍以后，

小井村高山蔬菜种植户徐根法也放下了

心中的担忧，“种菜能定下来包销，收入我

就不担心了，准备把荒田开出来安心种

菜。”

钟建成与张伟一同走访农户家中，让

农户对高山蔬菜的种植吃上定心丸。在

熟悉了村里的环境，了解村庄古村落资源

后，二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村里的古村落资

源开发利用，希望通过筑巢引凤，让村民

和村集体增收。

“有了老乡镇的结对助力，我对村里

的生态资源、产业发展等情况很快有了深

入的了解，打开了工作思路，做乡镇工作

也增添了一份自信和安心。”张伟说。

在古堰画乡，大港头镇党委书记杨杰

带着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王震走访微改

造 项 目 现 场 。 前 期 规 划 能 不 能 较 好 落

地？项目图纸和实际施工细节有没有保

持一致？杨杰通过走访和现场考察，帮助

王震尽快熟悉当地环境和项目进展的具

体情况，了解景区镇的发展特色和产业业

态。

“每到一处，杨书记总能和村民话家

常，聊上几句。一来二去，村里的矛盾纠

纷、民众呼声都有所了解。”当天的走访，

不仅让王震对当地项目和产业有所了解，

也让他感受到，乡镇干部要想干得好，就

要和村民交朋友。

“老班子的‘传帮带’，让新班子更快

融入环境，聚焦到为民干事上，推动各项

工作无缝衔接，同时，让班子成员之间加

速了解，让班子更团结，大家凝心聚力为

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发力。”大港头镇

党委书记杨杰介绍。

结对帮带

“老乡镇”助新班子
“乘风破浪”

徐光文督导“五水共治”工作时强调

以美丽环境助推美丽经济

通讯员通讯员 项丽华项丽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