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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早在几年前，上垟垟村还是一个缺乏产业的偏远山村，2019年，祯旺乡因地制宜
引进红糖产业，以甘蔗生态园+红糖工坊模式，打造乡村“甜蜜”产业。如今，甘蔗
亩产可达万斤，能生产红糖2万余公斤，年产值可达80万元，每年带给村集体入股
分红8万元，带动30多位村民务工收入20多万元。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杨剑

本报讯 近日，丽水福彩中心云和工作站组织开

展“福彩暖万家‘浙里有福’公益行”活动，给云和部分

困难群众送去了福彩的关怀与温暖。

在云和县浮云街道云章村村民陈小华的家中，云

和福彩投注站的爱心志愿者给她送上了食用油、大米

等生活物资。老人感动得红了眼眶，她紧握着志愿者

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据悉，陈小华今年已经 80岁，她的一个女儿患有

精神疾病，家庭比较困难。福彩志愿者们的爱心举

动，让她感到温暖。

当天，爱心志愿者们还分别来到云和凤凰山街道

巧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石塘镇双港村，看望慰问了村

里的 2户困难家庭和一位独居老人，分别给她们送上

了食用油和大米。

在走访慰问中，福彩爱心志愿者与受助群众倾

心交谈，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实际需求，鼓励他

们积极乐观，勇敢的面对生活困难。每到一处，虽

是简单的几句慰问和关怀，却已让这些生活困难的

群众们感动不已，他们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

的关心和帮助，表示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当前

困难。

记者了解到，本次走访慰问活动的爱心物资是由

云和、景宁 20多个福彩投注站的业主共同筹集。

“我们福利彩票发行宗旨就是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所以我们每个店主今天捐点钱（买物资）

来慰问下这些老人、困难户，我们感觉是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做这个公益活动很值得。”福彩投注站爱

心志愿者陈金伟介绍，通过走访慰问，拉近了与困

难群众、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距离，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

心。

据了解，多年来，丽水福彩一直致力于“福彩暖万

家”系列公益活动，丽水福彩人始终保持着坚守公益

初心、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心，始终践行着“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用行动切

实改善困难群体生活，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

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福彩传递温情 情暖困难群众

丽水福彩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近日，在青田县祯旺乡上垟村，80 多亩甘

蔗迎来了收割。连日来，不少网红专门走进甘

蔗地，记录古法红糖制作的全过程。“甘蔗收割

后榨成汁，再经过 9口大锅的熬煮，慢慢变成金

灿灿的红糖。”视频博主魏丽珍说，这些原生态

的农产品很受欢迎，已经有粉丝找她预订红糖

了。

“现在每天都有红糖订单，红糖小吃也很受

欢迎，过段时间我们还会制作青田人过年必备

的糖糕，都是抢手货哩。”日渐走俏的市场，让

知味红共富工坊负责人叶正荣乐开了花，连日

来他赶着制作红糖、处理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上垟村土壤肥沃、水源丰富、阳光充足、生

态环境优越，产出的红糖品质更细腻、醇厚，广

受消费者欢迎。“我们的红糖产业已经打开海外

市场，去年 2吨价值 10万元的红糖还出口到意

大利呢。”叶正荣自豪地说。

早在几年前，上垟村还是一个缺乏产业的

偏远山村，2019 年，祯旺乡因地制宜引进红糖

产业，以甘蔗生态园+红糖工坊模式，打造乡村

“甜蜜”产业。如今，甘蔗亩产可达万斤，能生

产红糖 2万余公斤，年产值可达 80万元，每年带

给村集体入股分红 8万元，带动 30多位村民务

工收入 20多万元。

“无中生有”引进红糖产业后，祯旺乡党委

政府定期举办红糖节，吸引各地的游客来祯旺

“品红糖、说共富”，也进一步提高祯旺红糖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红糖的销售能力，去

年祯旺乡“田蜜真旺”供销社创新推出“妈妈的

味道”年货大礼包活动，乡、村干部、乡贤纷纷

化身“卖货郎”，短短半个月内，实现卖货收入

11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大量废弃甘蔗渣的

处理难题，祯旺乡还进优质食用菌品种，甘蔗渣

摇身一变成了村民眼中的“宝贝”。“目前我们

尝试种植过赤松茸和黄金菇，都取得了不错的

效益，也进一步延伸绿色种植产业链，让祯旺乡

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祯旺乡党委

书记黄倩倩说。

青田祯旺：“一根甘蔗”的甜蜜共富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丽水大地上正在发生积极深刻又澎湃的巨大变化。丽水各地乡村出现的新产业、发生的新变化、展现的新面貌、探索的新

做法、返乡回村的年轻人……紧盯这些新鲜事和新变化，近期，本报记者奔赴各地基层一线，深入采访基层干部群众在推进老区共同富裕方面的典

型经验和鲜活故事，采访报道基层一线创新性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红绿融合以及创业创新助力群众共富的好故事、好典型。今日起，本报

推出系列报道《二十大回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展现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创老区共同富裕新图景的生动实践。

共富带头人叶正荣：

每年做红糖的时候，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但

越忙吧，心里就快活。2019 年，我到祯旺种植甘蔗，

发展红糖产业，如今一年也有几十万元的产值，我觉

得挺满足的。

现在我每年种植 80 来亩甘蔗，平时雇几个村民

进行打理，到种植和采收的季节，附近的村民也都会

来帮忙。一来二去，我和当地的村民打成一片，我也

有了很强的归属感，想和乡亲们一起把红糖产业做

好，给村里和村民更多回馈。

来到祯旺后，我才发现原来红糖也可以搞出这

么多花样，红糖节，专门设计的红糖小吃，还有直播、

网购，甚至还能出口。当然这多亏了乡党委政府给

我们的支持，还有很多回乡年轻人的努力。

今年红糖产量不错，红糖小吃也做出来了，有了

以往的经验，我对今年的销售很有信心。而且更令我

高兴的是，儿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他学的设计专

业，以后准备帮我出谋划策，让我在网上直播带货呢。

上垟村党支部书记潘宝明：

很长时间以来，村里一直处于“产业空白”，村里

留下的多是老人，许多土地也荒芜了。直到引进红

糖产业后，当地一下变样了。一年四季，农田里都是

生机勃勃的，有了产业后，村集体和村民都多了一份

收入，大家对此连连称好。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也亲身体会到一个产业“从

无到有”“从有到旺”的过程，乡党委政府、村干部还

有村民都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去年销社创新推出

“妈妈的味道”年货大礼包时，全乡上下引起了一阵

卖货潮，大家都在推销自己家乡的产品。红糖产业

让全乡上下拧成一股绳，一起努力奔共富。

上垟村村民金存礼：

以前我们只知道种地，收入来源有限。为了挣

更多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现在不一样了，忙完

田里的活我可以去帮忙种甘蔗、收甘蔗，一年也能有

几万元的收入。

村里还会举办红糖节，那时就会有很多游客来

乡里，我们就把土特产拿出来摆摊，土鸡、土鸡蛋、笋

干、蜂蜜都很受欢迎。我们种出的都是绿色产品，没

有污染，不仅能卖上价钱，还能有不少回头客。人们

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了。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范高孟/文 特约摄影记者 张永益/图

■ 村民声音

■二十大回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