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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进龙泉市兰巨乡时，“向着‘两山’进发”所
迸发出的勃勃生机扑面而来。 大发展，大建设，随处可
见。 “有乡无镇”的标签正在被迅速而有力地揭下。

“‘氧吧长寿小镇’项目是兰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抓手。 ”兰巨乡党委书记练斌说，“我们希望通过小
镇建设，把兰巨建成优势明显、品质一流的特色小镇，打
造成既具颜值更富内涵的全省‘山区现代农业’典型。 ”

去年，兰巨乡大景区年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年旅游
收入突破 5000 万元。 并连续三年获得龙泉市综合考核
一等奖。

“一头连着龙泉城，一头连着龙泉山”的兰巨乡，以
“丽水之干”推动“氧吧长寿特色小镇”建设提速发展，正
朝着“城市西拓主区块、绿色发展主阵地、全域旅游主战
场”的目标大跨步迈进。

特色集镇呼之欲出

5 月 16 日上午，在兰巨乡“氧吧长寿特色小镇”的核
心区里，兰巨乡联合龙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改一拆
办、剑池派出所等工作组对五梅垟铁路安置小区三栋建
筑的违法部分进行依法拆除。 “这三处建筑出现了改变
屋顶结构等与规划设计图纸不符的情况， 属于违法建
筑。 集中拆除，将为小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兰巨乡长
胡立羽告诉记者。

“一直以来，兰巨的集镇建设严重滞后，‘有乡无镇’
是兰巨乡最突出的短板。 打造一个新集镇，是兰巨全体
干部群众多年的梦想。”胡立羽说，2015 年兰巨完成了氧
吧长寿特色小镇的相关规划，经过几年努力，截至目前
小镇核心区一期项目用地已全部征收，土地规划建设指
标都已调整到位。 “可以说， 整个小镇所在地属于一块
‘熟地’。 现在，我们正在和多家投资商洽谈相关项目投
资事宜。小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已全面启动。 ‘两年实现
变化，五年发展成形’是我们的目标。 ”

兰巨乡规划建设氧吧长寿小镇的功能布局是：“一
线一镇二区”。 “一线”指从瓯江河畔炉田村到龙泉山景
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线。 “一镇”指以五梅垟为中心的氧吧
长寿小镇核心区，通过五梅垟安置小区（集镇）和“天茶
云谷”等项目建设，在高速龙泉南出口一线打造一个集
居住、旅游接待、商业服务、文化展示、休闲娱乐、养生度
假为一体的精致小镇。 “二区”指龙泉山旅游带动区和现
代农业拓展区。

产业融合动力澎湃

作为龙泉的农业林业大镇，兰巨乡建设“氧吧长寿
小镇”， 依托的正是兰巨自然禀赋的生态资源和产业有
机融合发展。

在丽水市首个农旅融合 3A 级景区———兰巨省级现
代农业园里，包括游客中心、骑行绿道、游步道、露营(观
星）基地、房车露营基地、茶园迷宫等在内的农旅融合示
范区一期景区项目均已完成，这其中的茶园骑行、露天
野营、水果采摘也成为人们周末出行的网红项目。

“这几年来，我们循环利用有机肥反哺园区基地建
设，茶叶、水果等品质逐年提升。 去年园区甜橘柚产量达
到 40 万斤，其中有 20 万斤是被园区的游客采光的。 ”浙
江龙泉阳光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利武说，“今年以来，
我们不断丰富升级水果品种，今后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
水果博览园，实现一年四季水果不断，水果采摘体验不
断。 ”

蔡利武说：“一二三产有机融合，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努力方向。 目前正在和相关旅游公司洽谈合作，并着手
开始发展游学、青少年实践基地等项目。 下一步，我们还
希望能够通过招商引资对园区二期旅游业态进行完
善。 ”

截至目前，园区培育龙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40 个，家庭农场 102 家，农业休闲

观光点 10 个。 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6200 多人，今年新增返
乡创业人员 1194 人，带动就业 2244 人。

桐山村的村民杨志杰就是兰巨乡返乡创业中的典型
代表， 杨志杰家庭农场的水果采摘已经成为兰巨乡的网
红景点之一。 当葡萄市场价卖 5 元一斤时，杨志杰家庭农
场的葡萄采摘能卖到 18 元一斤。 “回乡第一年稻田养虾
亏了 30 多万元， 第二年开始转向农旅融合搞水果采摘，
一年收入比一年多。 ”杨志杰说。 去年以来，杨志杰在自家
的家庭农场里又新建了一条 300 米的瓜果长廊和一条
1000 米的游步道，“现在农场里的水果一成熟， 几乎都被
采摘光了，根本就不用去市场销售。 所以每年我都会更新
升级一些休闲游玩设施，吸引更多的游客。 ”

在兰巨乡，水果采摘几乎成为所有水果基地的最大销
路。“原来水果需采摘后送到市场销售，现在兰巨 80%-90%
的水果都不上市场，直接在基地被采摘一空。 ”胡立羽说，
如今，搞“小而精”的农旅融合模式，已经成为兰巨人民发展
一二三产有机融合的成功探索。

美丽乡村姹紫嫣红

从瓯江河畔的炉田村到凤阳山麓炉岙村， 美丽宜居
炉田、长寿仙仁、灵芝谷梅地、历史文化村落官埔垟……
特色兴镇，特色兴村，“氧吧长寿小镇”建设让兰巨乡一个
又一个美丽村庄的颜值变得越来越靓。

作为“中国长寿村”的仙仁村，是兰巨特色小镇“长寿”
魅力的集中展示。

六年前，仙仁村还是省级扶贫重点村，村民收入在兰
巨乡一直排倒数。 近几年来，仙仁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新农
村建设先进集体、浙江省森林村庄、省级 3A 级景区村。 去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7809 万元，同比增长 13%。 仙
仁村之所以有这样的华丽变身，村党支部书记雷后焕说：
“是因为我们打响了仙仁长寿村这一品牌。 ”

“目前， 我们村还有百岁老人 1 人，90 岁以上老人 8
人。村里有 230 多年的长寿林、4000 多亩的松树林、200 余
亩的长寿桃、500 多亩的长寿米……” 谈及仙仁村的长寿
资源， 村党支部书记雷后焕如数家珍，“目前长寿林中的
游步道已经建设完成， 养生长寿馆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
布置，完工后将成为世界长寿文化的展示馆。 ”

不仅如此，仙仁村还购置了 2 台旅游观光车，雷后焕
告诉记者：“全长 10 多公里的环村绿道在去年已全部建
设完成， 能够容纳 100 多辆小轿车的停车场正在施工建
设，预计再过 3 个月就能完工。 停车场建成之后，旅游观
光车也将开始运营。 ”仙仁村还专门成立了仙仁长寿谷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为村民组团打包开发长寿系列的农旅
融合产品。

在仙仁村旅游地商品销售展厅里， 展示了包装精美
的长寿大米、长寿面、油茶等特色养生农产品，据了解，仅
这里的农产品销售，每年就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近 7
万元。

在毗邻凤阳山的梅地村， 龙泉市野生灵芝谷虽然坐
落在梅地园原始森林里，却早已美名远扬。 自从第二届中
国灵芝大会在梅地村召开以来， 国内外众多灵芝业界人
士以及摄影爱好者、游客等都慕名而来。

在灵芝谷里，沿着 1000 多米的游步道行走，各个赤灵
芝、紫灵芝随地可见。 去年灵芝谷接待游客 2 万多人，最
多一天接待 270 余人。 负责人项永年说，“现在我还和龙
泉林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将在全国范围
内开设 30-40 家‘项永年灵芝馆’，作为梅地灵芝谷对外
宣传的窗口。 目前已经在玉环开了 2 家。 ”

官埔垟村被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村、丽水市农家乐特色村，炉岙村获评中国乡村
旅游模范村、省老年养生旅游示范基地，炉田村获评省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 仙仁村获评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浙
江省休闲旅游示范村……

奔跑在“两山”道路上的兰巨乡村姹紫嫣红，风景如
画。

走在“两山”新路上的兰巨乡：

集镇大建设 春潮扑面来

三笔“发展账”
■本报记者 沈隽 潘枫 叶炜婷 通讯员 叶慧娟

现代农业观光园的“循环账”
兰巨省级现代农业园，不仅是一个产业融合园，还是一个实

现生态循环、科技创新、产村互动、创业致富的综合性园区。 早在
2015 年，兰巨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的“山区区域循环农业模式”在全
省农业水环境治理模式创新大赛中获得“十佳模式”称号。

兰巨现代农业园区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是怎么样的？
兰巨现代农业园按照精准化投入、清洁化生产要求，配套有

机肥加工厂，收集利用园区及周边 25 家养猪场排泄物和 6000 多
万袋黑木耳废菌棒，年生产有机肥能力达 1 万多吨，反哺园区基
地建设。 建立了废弃物回收体系，全面实施“肥药减量工程”，园区
统防统治面积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80%。
引导“畜牧进山、养殖上山”，上山建循环，推广“猪—沼—作物”和
“畜禽—排泄物+食用菌废菌棒—有机肥—作物” 生态循环模式，
构建主体小循环、园区中循环、市域大循环的生态循环农业体系。

“每年，生态循环系统能为园区每亩地节省至少 100-200 元
的肥料投入，一年能为园区省下上百万元。 ”浙江龙泉阳光农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蔡利武告诉记者。

特色小镇的“建设账”
2016 年，由于衢宁铁路建设需要，兰巨乡政府面临拆迁，而新

乡政府审批建设周期长，无法满足铁路施工进度要求。 经多方考
虑，选择建造活动板房临时过渡。 但是在建设之前，由于地块地势
较低，需要进行大面积填方。

“乡政府建造的位置，也是‘氧吧长寿特色小镇’的核心区块，
要填方的话就得整个地块一起填，据当时估算光是填方的费用就
需要 3000 多万元。 ”兰巨乡长胡立羽说，“后来我们想到衢宁铁路
建设会有很多弃土缺少堆放场地，运输和复垦也需要费用。 而如
果他们的弃土能填到我们这来，不就一举两得了。 于是，我们就立
马和相关铁路建设部门沟通，也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就这样，乡
政府的建造，在支持衢宁铁路建设的同时，也解决了“氧吧长寿特
色小镇” 核心区块的填方问题， 省下来了 3000 多万元的建设费
用。

仙仁村的“发展账”
如今的仙仁村，早已由曾经的“后进村”华丽变身为远近闻名

的长寿村。 “要把村庄建设好，首先要改变村庄的面貌。 ”刚上任的
村党支部书记雷后焕走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户人家，下
定决心第一件事就是提升村庄环境。 从 2002 年到 2018 年，仙仁
村通过旧村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共有 120 户住进了三层新房。

“仙仁的旧村改造和原拆原建，为的是让在外村民‘回流’。 ”
雷后焕向记者算了笔账：“120 幢新房， 按平均每幢建房费用约为
65 万元，我们把 7800 万元的建设费用留在了村里，还为村民提供
了务工就业机会。 ”

基层党建的“三大关口”
■本报记者 沈隽 潘枫 叶炜婷 通讯员 叶慧娟

“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干群团结。 ”仙仁村发展变化的原因何
在？村党支部书记雷后焕一语道破。近年来，兰巨乡的各个村庄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建引领在乡村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等
方面成效十分明显。 “兰巨乡在创新党员发展机制、 凝聚党群关
系、提升村级组织战斗力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兰巨乡组织委员刘
斌介绍。 近年来，兰巨乡立足党员“入口关”“管理关”“出口关”三
大关口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模式。

去年 7 月以来，兰巨乡出台了《关于警示党员教育整转工作》
和《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等文件，从党员“入口关”“管理关”“出
口关”三大关口入手，成立乡基层党建巡查组，建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对 28 个行政村的党建工作展开全覆盖检查，针对个别党支部
工作落实不到位，部分党员不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不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思想作风不正派等问题，及时进行教育整转，惩前毖后、
防微杜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文件出台之后，我们在 8 月下村巡查，9 月初形成调查报告
并书面反馈给各支部。 对在巡查中发现的 60 名问题党员进行了
集中交办， 其中，47 名问题党员交由支部督促限期整改，10 名警
示党员、3 名不合格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乡‘教育整转支部’接受
教育整改。 ”刘斌说。 截至目前，60 名问题党员中，47 名支部督促
整改都已整改到位；10 名警示党员中 8 名整改到位 （其中 2 名党
员党组织关系迁出），2 名延长教育整转期；3 名不合格党员整改
期限未满继续整改。

为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兰巨乡创新实行“双一律、双帮扶、
双评议”制度，切实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评议，彻底改变
党员教育管理缺乏硬措施的局面。 “是否认真遵守党内规章制度，
是否配合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等重点工
作是问题党员‘负’转‘正’的重要依据。 对经教育确已改正缺点错
误的党员，组织关系重新转回原所在党支部，对未改正缺点错误
的党员，严格按相关文件要求处理。 ”乡教育整转支部负责人介
绍。

“自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党员干部时刻警醒自己 ，一改往常
‘慵、懒、散、娇’的现象，参加党组织活动和村级事务更积极了。 ”
砂玄湖店村党支部书记柳明文说。 据了解，兰巨乡将持续开展基层
党建巡查，推进警示党员教育整转和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进一步健全党员“出口”机制，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生机与
活力。

■本报记者 沈隽 潘枫 叶炜婷 通讯员 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