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桃
子 成 熟 时
节。 日前，记
者跟随青田
悦高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前往
祯埠镇群正
山， 去揭开
“世外桃园”
别 样 的 面
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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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
迁工作过程
中，工作人员
只有真正做
到了既公平、
公开、 公正，
又认真 、严
谨、 负责，做
到一碗水端
平，一把尺子
量到底，就能
圆满完成任
务，无愧于自
己的职责。6 月 23

日， 雨水连
绵， 山色空
朦。记者走进
龙泉市兰巨
乡大赛村梅
地自然村原
始森林中的
灵芝谷，感受
灵芝的艳丽
动人和山水
的清新空灵。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叶慧娟

从 2010 年至今，我在道
太乡基层工作已经 8 年多
了。 8 年间，我大部分时间都
往返于农户之间，驻村、危旧
房改造、三改一拆、政策处理
……几乎每件事都是和村民
打交道。

近年来， 衢宁铁路龙泉
段工程、G322 (原 53 省道)龙
泉安仁至西街段改建工程 、
瓯江绿道等项目的开工建设
给道太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重大契机。 从 2015 年 10 月
开始， 我作为乡征迁办成员
开始从事政策处理工作。

“要是不满足我们的要
求 ， 我们是坚决不会签字
的。 ”第一次踏进农户家门的
时候， 就听到户主斩钉截铁
地说。 这家农户是 G322 (原
53 省道) 改建工程的房屋征
迁户，对拆迁政策不了解、对
拆迁工作不配合。

为顺利完成征迁任务 ，
保障工程进度， 我与乡征迁
办成员数十次上门进行政策
解读，但都是无功而返。 在走
访过程中， 我了解到这家农
户家庭条件确实困难， 但政
策底线我们又不能打破。 于
是， 我一边联系民政部门看
能否有救济帮助， 一边和他
们聊天谈心，换位思考。 通过
几个月的耐心工作， 这家农
户慢慢地对我们放下了戒
备，了解相关政策后，以平和
的心态商谈拆迁的有关事
宜。

“小何啊，我有一点土特
产带给你，放在门卫了，你记
得拿回去。 ”一征迁户打来电
话，对我说道。 “你的好意我
心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 你
放心，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我
们始终会把村民的利益放第
一位的， 同时我们保证公平
公正。 ”我诚恳地回答道。 这
样的对话时有发生， 征迁户
或想多要补偿， 或害怕利益
受损，往往会想找我们“意思
意思 ”，这种时候 ，更要坚持
原则，坚持公平公正。

我认为， 在征迁工作过
程中， 工作人员只有真正做
到了既公平 、公开 、公正 ，又
认真 、严谨 、负责 ，做到一碗
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就
能圆满完成任务， 无愧于自
己的职责。

“政府绝对不会让他们
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我们
工作人员也一定会坚持做到
公平公正， 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为群众争取利益最大
化。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正
是以这样的办事态度， 赢得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最终顺
利推进征迁工作。

几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
我明白： 只有深入地理解政
策， 才能在与农户打交道时
更好地解读政策， 做到有问
必答、有据可依。 在工作中，
只有始终将群众的利益和需
求放在第一位， 坚持一视同
仁，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更好
地开展各项工作。

凤凤阳阳山山下下

““世世外外桃桃园园””引引来来““八八方方客客””
从祯埠镇陈篆村头驱车沿着崎岖山

路，一路向群正山深处进发，山路颠簸，但
窗外风光无限。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视野
越发开阔。车停山腰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
片规模可观的桃园。刚下车，就看到收购商
正在精心挑选桃子， 并将筛选好的桃子过
秤、包装、装车。

“这里的高山桃子非常好吃，因为光照
充足、温差大，桃子的甜味特别好，我把桃
子运往温州出售，深受顾客喜欢。 ”温州水
果收购商应业和一边向记者介绍， 一边热
情地将桃子递过来请我们品尝。 应业和表
示，他做了多年的水果收购销售，往年他会
到丽水各地去收购散户的桃子， 今年他得
知群正山有 170 多亩连片的桃园， 便过来
一探究竟。 “虽然过来的山路很难走，但是
吃过这里的桃子后，感到口味很好，所以我
当时就把整个桃园这一批约 3 万公斤的桃
子全部承包了。 ”

走进桃园，一个个桃子摇曳枝头，有的
像婴儿的小脸蛋一样肉乎乎、粉嘟嘟，有的

像一个初长成的少女，白里透红。站在桃园
中，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闻着
满园桃香，不禁让人垂涎欲滴。

不远处， 群正山标志性景观———饭蒸
岩，云雾飘渺，颇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意
境。 极目远眺，青山重重，绿水悠悠，让人心
旷神怡。这片远离人烟，海拔 500 多米的桃
子基地，俨然就是一片“世外桃园”。

因为好品质，这里的桃子“酒香不怕巷
子深”， 不仅吸引了水果批发商竞相采购，
还吸引了不少周边地区的市民前来采摘。
“今天我们一帮朋友从丽水过来的，觉得这
里桃子大个好吃，摘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
丽水游客陆莲说。

“群正山的青山绿水吸引了我，当初弃
商从农也毫不犹豫， 现在越来越享受乡村
农民的生活了。 ”桃园园主、青田悦高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岳高说，目前，通过
流转土地，桃园规模已达到 175 亩。桃园除
了早期的“春美”水蜜桃外，还种植了晚熟
桃。预计今年桃子总产量将达到 5 万公斤，

销售收入 20 多万元。
陈岳高不仅精心呵护桃园，还采用人工

除草的方式， 有意留下桃树下的许多野花。
“为了给蜜蜂提供更多的天然蜜源， 这样蜜
蜂不仅可以采桃花蜜还可以采野花蜜。 ”陈
岳高表示，在桃园内外，他还养殖了七十桶
蜜蜂，发展高山蜂蜜产业。

群正山良好的生态不仅吸引了陈岳高
回村发展，还吸引了一位来自云和的照相馆
老板周益民来此甘当打工仔。 周益民说，今
年 4 月份，应朋友陈岳高之邀到群正山摄影
采风。 来到这里后，被群正山良好的生态和
美丽的风光所深深吸引，于是，他和陈岳高
商量决定，回家关了照相馆，一心一意过来
帮忙打工。

“虽然放弃照相馆很可惜，但是，这里的
好山、好水、好空气能带给我更多的身心愉
悦，同时，我非常看好这片生态桃园未来的
前景。 希望帮助陈岳高一起把桃园做出品牌
效应来。 ”周益民说。

灵芝谷位于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脚下一片原始阔叶林的山谷之中，在灵芝
谷业主项永年的带领下，我们从梅地村沿山
道行进半小时， 就看到一座横跨山谷的吊
桥，桥下清泉自由奔腾，雨中山谷苍翠峭拔，
云遮雾绕。

走进灵芝谷，在石子小道边的森林中，项
永年指着用腐土枯叶做成的一畦畦栽培土或
者岩石边、老树下说，那一朵朵色彩艳丽、亭
亭玉立的“小伞”状东西，就是灵芝。

“有耳朵形的，有牛蹄形的，还有铜钱
形的，单层的、重叠的，有些泛黄发亮，有些
紫黑色还带有漆样光泽。 ”初次在原始森林
中见到这样白黄相间，形态各异的精灵，让
丽水游客小楼惊喜万分，“这是我见过最漂
亮的灵芝！ ”

梅地村坐落于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山麓，距龙泉市区 23 公里，山峦叠翠，独
具天然清新的生态环境。 拥有大片的阔叶
林，阴凉湿润，绿色纯净，很适宜灵芝生长。

“灵芝栽培对空气、水质、土壤的要求
很高。 在野生环境里进行仿野生灵芝栽培，
技术要求高，产量低，但灵芝及灵芝孢子粉
质量上乘。 这个山谷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在
原始森林里种植生态准野生椴木灵芝孢子
粉基地，目前，基地和产品都通过了有机认
证。 ”土生土长的梅地村民项永年从事灵芝
种植已有 30 多年，2012 年开始研究野生灵
芝做菌种移植。

2012 年，项永年走遍乡村附近的原始

森林，采集各种野生灵芝做菌种，移植到椴
木上培养发菌。 待发菌成功后，搬运到原始
森林里让其自然生长。 由于各种因素，连续
几年试种均告失败。 但项永年没有气馁，认
真学习， 总结试种失败原因，2015 年他采
用仿野生环境栽培灵芝获得成功。

为还原灵芝的原生环境， 项永年充分
利用山谷自然环境， 将菌种散乱而有序地
种植在森林之中，稍不注意，很难发现其中
生长着灵芝。 项永年介绍，日常他只是在遇
上高温少雨时节，给灵芝铺上一些枯树叶，
防止水分流失， 杜绝泥土溅到菌盖上影响
灵芝品质，其余都任其自然生长，使灵芝充
分吸收天然养分。

经相关部门检测，项永年在原始自然环
境中培育出的仿野生灵芝无污染、 无化肥、
无农残，品质大大优于大棚栽培灵芝。“原生
态自然环境中种植的野生灵芝孢子颗粒饱
满，质地厚实、致密，孢子粉中多糖和三萜的
含量高于全国各地同类产品 1.5 到 1.7。 ”

“在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下栽培的原生
态灵芝，在质量上肯定超过设施化栽培，更
具备和大自然亲近的原生态产品， 为龙泉
灵芝产业发展插上了新的翅膀， 给其他地
区提供现实可借鉴的样板。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吉林农业大学菌物学教授李玉专程到
灵芝谷考察， 认为这里的灵芝原生态栽培
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独具特色。

随着 2016 年第二届中国灵芝大会在
龙泉召开， 国内外众多灵芝业界人士以及

摄影爱好者、游客等慕名而来，梅地村的人气
越来越旺，逐渐形成了“农、林、旅、种、养”融
合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2017 年，项永年结合
农林旅项目，投资建起了游客接待中心、展示
展销厅，1800 多米游步道， 休息亭等基础设
施，并安装监控及无线网络。

2018 年 ， 项永年承包山林面积达到
3000 亩，精心打造出林下经济食药用菌观光
园，培育准野生灵芝基地 500 多亩，同时因山
制宜种上了铁皮石斛、三叶青、七叶一枝花等
名贵中药材，进行分批轮作种植，成为游客观
光的新亮点。

近年来，项永年和他的“年年丰”家庭农
场灵芝基地， 先后获得野外赤芝竹脑栽培方
法、准野生紫灵芝栽培工艺等 5 项国家发明
专利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浙江省农村科技
示范户、丽水市林业体验园、乡村振兴人物、
浙江省农民高级技师（食用菌）、丽水“高级农
作师”等荣誉。

“预计今年量产孢子粉能达到 1000 公
斤，灵芝达 10000 公斤，产值 400 万元。 ”项
永年兴奋地说，“今年灵芝刚开始生长， 就有
客商下订单了， 平时来灵芝谷休闲观光的人
也越来越多， 带动了梅地村农特产品的销
售。 ”

目前，他已经在龙泉市区建立了灵芝文
化展示馆，在温州玉环市开设了 3 家分店，宣
传、销售相关灵芝产品。同时做深做精基地林
下经济食药用菌文章， 带动周边村民发展灵
芝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记 者 叶 江
通讯员 章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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