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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民生

□ 记者 吴启珍 见习记者 谢孔伟 文/图

本报讯 1 月 25 日，在缙云县壶镇镇高潮村

的赵氏祠堂里人头攒动，近百名村民代表正排

队领取总计 660余万元的“年终奖”。今年，已经

是高潮村连续 23年给村民发红包。

高潮村全村人口近 1900 人，是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从 1999 年起，村里每年都会给村民发

“年终奖”。前不久，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

今年的“年终奖”分配方案——每人 3530元。

在现场，领取到属于自己的“年终奖”后，村民

脸上都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今年76岁的赵炳奎

代表全家9口人领到了31770元。“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好，全靠党的政策好，也靠村里的带头人。”他说。

从十几年前开始，高潮村就通过土地流转，

争取政策支持，陆续建设了农贸市场、临街商

铺、厂房、建材市场等项目，村集体每年都有数

百万元的租金收入。在此基础上，村里不断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集体资产增值。与此同时，高

潮 村 规 范 财 务 制 度 ，对 集 体 资 金 实 行 严 格 管

理。从 1999 年起，高潮村每季度都会向村民代

表、党员干部发送财务公告，详细列明村里每一

项公务支出和收入，70 多期财务公告近万笔支

出中，用于招待的支出始终为零。

通过开源节流、理财有道，高潮村集体经济

发展得红红火火，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总计

达 700 多万元。“今年，我们仍将继续努力，进一

步做大村集体经济的蛋糕，把‘美丽乡村’转化

为‘美丽经济’，带给村民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高潮村党总支书记吕以明说。

“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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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雷陆 文/图

本报讯“这个肉的品质真不错，今年过年

有口福了。”昨天上午，紫金街道杨坑村低保户

杨建明家杀了一头年猪。他细心地将这些猪肉

分割好，然后一块块平铺开来。期间，他的脸上

一直是笑容满面。“这些猪肉除了自己吃，我还

准备给亲戚朋友们也送一点。”杨建明说。

杨 建 明 今 年 64 岁 ，此 前 一 直 留 在 村 里 务

农。他没有结婚，膝下无儿无女。前些年，随着

年龄增大，杨建明的劳动能力减弱，家里陷入贫

困境况，他也成了村里的低保户。

为了帮助杨建明改善生活条件，2019 年，紫

金 街 道 帮 助 他 联 系 了 结 对 干 部 ，进 行 精 准 扶

贫。此前，村里恰好引进了一个油茶新造林项

目。在街道的对接帮助下，杨建明承接了部分

管理工作，后续还将参与街道“茗梅红谷”项目

建设，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利用存下来的钱，2021 年杨建明还养了 10
多头猪。在精心照料下，这 10 多头猪都长得又

肥又壮。临近春节，在街道和村干部的帮助下，

这些猪都以不错的价格销售了出去。

杨建明特意留了一头猪，杀了过春节。“以

前条件不好，猪杀了后都只舍得留一些卖相差

点的肉给自己吃。现在有钱了，这头猪的猪肉

一块也不卖。”杨建明说。

“送猪肉”
■处州晚报“过大年啦”年味直播活动五

□ 记者 谢佳俊 见习记者 杨潇
通讯员 陈蓓 项双晓

本报讯 昨天上午，青田县祯旺乡举行“红糖出

海·跨山共富”签约及首发仪式，2 吨价值 10 万元的

红糖将通过海运出口到意大利。青田红糖首次出

口，让当地的村民十分激动，“想不到小山村也能打

开海外市场，我们对供销社和红糖产业越来越有信

心了。”

红糖产业是祯旺乡实现“红绿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支柱产业，2019 年引进之初就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了 8 万元收入，带动 30 多户低收入农户在家门口就

业。2021 年，祯旺乡种植了 80 余亩甘蔗，生产红糖

30吨。浙江知味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叶正荣

开心的同时也有些发愁：“产量增加了，该如何打开

销路？”

为了破解农村产业单一、销售不畅的难题，今年

1 月，祯旺乡 6 个行政村抱团共富，打造红糖全产业

链式发展格局，并以强村公司为主体组建了“田蜜真

旺”供销社，推出“妈妈的味道”年货大礼包，通过“三

进一出”方式进机关、进食堂、进超市，短短半个月

内，实现卖货收入 110万元，出口 10万元，为村民、村

集体带来双增收。

这一模式吹响了祯旺乡“全民创业、全网带货、

全民共富”的号角。在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供销社

重新研发红糖产品，进行统一包装和文创设计，推出

嗨吃包、手编零食篮、古法手作红糖礼盒等红糖小吃

过年大礼包。紧接着，全乡干部、各行政村两委干部

和乡贤化身“卖货郎”，发动亲朋好友卖货，开起网店

“云上供销铺子”，实现线上线下全民全网卖货。

“这半个月，红糖的销售量翻了 3倍不止，抵得上

去年一年卖的货哩。”叶正荣兴奋地告诉记者，除了

红糖和小吃，红糖工坊制作的青田糖糕也十分受欢

迎，年前的订单已经爆满，工人现在两班倒 24小时加

班加点制作红糖糖糕。

供销社主任吴旭勇是吴宅村党支部书记，如今

却是红糖小吃的“金牌推销员”，接受采访时，他滔滔

不绝地和记者介绍起各类产品。“嗨吃包已经卖了

10000 单，是‘红糖工坊’的网红单品。”吴旭勇说，供

销社组建了一支以返乡大学生为主的销售小分队，

负责打开乡里农产品销路，通过订单的模式引导村

民种植高质量农产品，同时严把品控关，逐步打响区

域农产品品牌，“接下来供销社将集全乡之力，销售

土蜂蜜、笋干等祯旺特产。”

延长农业产业链，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农村，把

更多就业机会留给农民，是加快乡村振兴，实现共同

富裕的基础。“祯旺乡正努力打造以精品红糖为主导

产业的区域经济产业链，强村公司、供销社、每个村

集体、每位农户都是产业链的一部分，大家分工合

作，提升农产品生产销售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不

断将红糖产业做精做强，带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

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祯旺乡乡长黄倩倩

说。

日前，青田县祯旺乡生产的 2 吨价值 10 万元的红糖通过海运出口到意大利

六村抱团共富 实现红糖全产业链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