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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走出大山、奔向共富，17年来，从下山脱贫到异地搬迁再到“大搬快聚 富
民安居”，在松阳古市这片热土上绘就出了一幅生动的富民安居图。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李军美 翁恺科 吴琳璐

在松阳县县域副中心古市镇，有一个独特的

小区，它的居民涉及全县 16个乡镇（街道）及部分

省外地区人员。作为松阳县万人下山脱贫项目

规划建设的县级重点小区之一，自 2005年以来，

筏铺安置小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下山居民，让

5000多名高山远山群众在这里有了新家。

走出大山、奔向共富，17年来，从下山脱贫到

异地搬迁再到“大搬快聚 富民安居”，在古市这

片热土上绘就出了一幅生动的富民安居图。

搬下来 在城里有了新家

湛蓝的天空下，一排排楼房整齐排列，条条

道路四通八达，人来人往、车进车出。日前，记者

走进筏铺安置小区，看到这里充满了活力和生

机。在小区西侧的筏铺全鹅馆里，店主石国建正

忙着洗菜、择菜，为中午用餐高峰期做准备，他开

的这家饭店不仅在古市当地家喻户晓，甚至连县

内外的游客也经常慕名前来光顾。

石国建的老家在松阳县裕溪村石坑自然村，

当时那是一个只有 10几户人家而且没有通公路

的山村。在他的印象中，因环境闭塞、条件不好，

小时候要到过年才有肉吃。年轻的时候，他就离

开了村子四处打工，过着漂泊的日子。

2016 年，石国建得知了搬迁政策，立即响应

号召来到了筏铺安置小区，在这里有了新家，并

在自家楼下开了饭店。如今，筏铺全鹅馆一年能

给他带来三四十万元的收入。“正是搬迁政策好，

让我有了新家，也有了新生活。”石国建的话，说

出了筏铺安置小区很多居民的心声。

“新家”，指的不仅仅是新房子，还有家的感

觉。为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筏铺安置

小区所在的新铺社区结合“最多跑一次”“最多跑

一地”等改革，依托社区办公场所，融合妇女之

家、亲子联络室、创业讲习所、职工书屋、维权调

解室、志愿活动室、科普 E 站、会议室等功能，建

成群团服务中心，创成省级示范型儿童之家、市

级五星级妈咪暖心小屋。2022年，古市镇又将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改造列入镇级民生实事，并联动

学校及公检法司力量，启动省级“青少年零犯罪

零受害社区（村）”创建，创成省级妇女儿童综合

服务驿站，着力打造“家门口”的公共服务品牌，

构筑起“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地政府注重围绕安

置小区布局公共服务，着力通过坚持不懈“微改

造、精提升”，在住有所居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的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

所扶。目前，已建成等级幼儿园、特色小学、中

学、高中及省一级文化站、甲等卫生院“10分钟服

务圈”，并建有省级乡村博物馆——融合生命教

育的熊顿漫画馆等展馆。其中，古市医院一期投

资 1.2亿元，先后与市、县中心医院紧密合作结成

医共体、医联体，与专业团队“光大百龄帮”合作

推出医养结合服务，2022 年启动投资 1.3 亿元的

二期项目，新增医养结合床位 200张。

富起来 幸福生活有滋有味

最近这段时间，正是松阳秋茶上市的日子。

小区居民陈发用白天在自家楼下的茶叶加工厂

里忙碌，晚上又化身“发哥”，在抖音直播间里卖

起了茶叶。一年下来，“发哥”的茶生意能给他带

来数十万元的收入。

“做梦都没想过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陈发

用感慨地说。他的老家在玉岩镇周坑村，小时候

因为家里困难，他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家庭条件

不好、文化程度又不高，他原以为自己一辈子都

要困在山里当农民了，是下山脱贫政策彻底改变

了他的命运。现在，他盖了新房、买了新车，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陈发用的经历，也是很多筏铺安置小区居民

的缩影。为了让下山群众更好致富，当地政府部

门为他们铺筑了一条“共富之路”。筏铺安置小

区毗邻当地产茶重镇及全国首个骑行茶园——

大木山骑行茶园，亩均效益领跑浙江。得益于辐

射该小区的全县最大茶青市场——上安茶青市

场，群众走出小区、走进茶田，每天就可获得非常

可观的采茶收入，茶叶加工户年均收入更是超 15
万元。

为了优化产业结构，给居民勤劳致富提供更

多选择。2013年，当地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大力支持发展来料加工产业，逐步在安置

小区周边形成“来料加工一条街”，实现足不出户

能致富。目前，全镇共有来料加工经纪人 32人，

年发放加工费 3000余万元，有力带动上百个家庭

特别是家庭主妇就业增收。还有部分加工点通

过多年经营，实现从“作坊”到“企业”、从“来料加

工”到“来料制造”的转变。2022年，松阳县将迭

代升级相关补助政策，进一步打响这一“巾帼创

业”品牌。

另外，近年来，松阳县抢抓“互联网”风口，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筏铺安置小区也有近百名居

民投身“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

成为新农资”的时代浪潮，通过淘宝、拼多多、抖

音等头部平台将茶叶、蜂蜜、土鸡蛋等“农货变网

货”，主营期间，户均日销售额达 1万元以上。

向未来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筏铺安置小区从启动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

了长远发展的需求，通过规划引领，对土地进行

预留。总体安排，小区分四期建设，前三期为有

土安置，四期为公寓安置。今年上半年，16栋 480
套公寓房完成建设，并全部认购完毕，已有三分

之一户主搬入或正装修中。

从农村泥瓦房，到城里公寓楼，搬迁群众一

步到位变成城里人。眼下，许多新“筏铺人”正忙

着装修新房子，从新兴镇大岭根村搬迁而来的叶

根贵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做着农村移动酒席

生意，开着移动餐车四处“打游击”。如今，在社

区的协调下，他在公寓楼下廉价租了间店面，成

立了服务部，有了自己的创业基地。“在这里，既

能‘安居’，更能‘乐业’，我觉得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了！”当幸福来敲门，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下山脱贫是个好政策，我们始终围绕‘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扎实推进现代社区建

设和精准服务管理。”古市镇党委书记叶德标介

绍，筏铺安置小区从选址到建设，从出台政策到

集聚人口，都充分体现让利于民。其所在的松古

平原为浙西南最大的山间盆地，小区选址与古市

古城遥相呼应，距离高速路口仅 5 分钟，条件优

越。

由于安置小区涉及全县16个乡镇（街道）及部

分省外地区人员，社情复杂。为了加强基层治理，

2014年，古市镇专门成立新铺社区，服务安置小区

居民，深化“枫桥经验”，重点探索了“一图三建三

划三挑”模式，优化“人到哪里服务跟到哪里”的

“潮汐式”管理，让居民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这么多年来，古市镇为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提

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是他们奔向共富的坚强后

盾。当前，古市已成为全省首批千年古城复兴试

点，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细化‘二次创业’

颗粒度、勇做‘两个先行’挺进师的过程中，更加注

重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努力让下山群众生产生活

蒸蒸日上、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叶德标说。

■■““挺进新丽水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松阳县古市镇筏铺安置小区松阳县古市镇筏铺安置小区：：

下山住上好房子下山住上好房子 进城过上好日子进城过上好日子

图为筏铺安置小区图为筏铺安置小区。。 记者记者 兰伟雷兰伟雷 雷宁雷宁 摄摄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