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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西瓜
又卖了 5000 多
元， 货款已经打
到账户里啦，今
天的收入排名要
帮我算进去啊。 ”
话刚说完， 遂昌
县金竹镇龙溪村
村委主任翁建兵
又赶着去给客户
送货了。烈日下，
那满满一车斗的
西瓜格外翠绿。
在翁建兵眼中，
这不是普通的西
瓜， 而是给龙溪
村村集体经济带
去增收希望的
“消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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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整治工作
中，我为群
众的智慧
和热情所
感动，深深
地感受到
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
工作的永
恒动力。

8 月 1
日，丽水气温
38 摄氏度，
闷热难忍。记
者驾车前往
海拔千米的
云和县崇头
黄家畲村，探
访近年来兴
起的避暑热，
给乡村带来
的变化。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 � � � “小村水木最清华，柳色青青处
士家。牧笛声声炊影飘，一溪烟雨漾
桃花。 ”赤岸村先贤用诗歌描述赤岸
秀美的田园风光。 如今的赤寿正以
“古韵赤寿、产业新城”的崭新定位
展现在大家眼前， 看到村民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感到所有的付
出都是有意义的， 也使我更加坚定
初心和使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要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村民谋幸
福、为乡村振兴谋新篇。

赤寿乡距松阳县城 14.9 公里，
与遂昌县相邻，是松阳县的西大门。
乡政府所在地中心村聚集规模较
大，人口达 3000余人。 但是人居环
境、产业发展与普通村相差不大，城
乡节点的示范作用发挥不明显 。
2017 年，我们抓住省级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契机，规划整治赤三、赤
四、章家和田岗四个中心村，共 0.65
平方公里。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我
们按照“文化引领、品质发展”的发
展思路，围绕“古韵赤寿、产业新城”
的崭新定位，以“一加强三整治”为
主要内容，强化干群合力，狠抓工作
落实，走出了一条从“脏乱差”到“清
洁美”的小城镇蝶变之路。

群众获得感就是我们工作的出
发点，我带领乡村干部从整治“脏乱
差”环境入手，打造出“一河一街一
道”的核心地带。 整治垃圾河、黑臭
河，恢复 560余米的内河水系统，成
就了清水绕村的灵动风景。 在保护
赤三村、 赤四村省级传统村落的基
础上，梳理空间布局。开展赤岸古街
违法建筑整治工作，通过拆除旱厕、
灰铺和一些“乱搭建”，打造“大树
下”“小河边”“荷塘月色” 等特色节
点，增加主客共享的公共空间，有效
提升古街文化品位。

记得在开展老街环境整治时，
一位老街上的住户向我们反映：“现
在生活富裕了，家家都有小车，可是
车不好停。老街是步行街，车开不进
家门，停在村口的话要绕很远的路。
茶叶加工户有时拖着几百斤的茶
叶，进出实在不方便！ ”

带着这个困扰百姓的难题，我
和村干部从村头走到村尾， 从村子
内侧走到外延。 来回在村里走了几
天后， 最后我们把目光落在了一个
丢满垃圾的水塘里。 这个水塘，因为
没人打理， 渐渐成为村民倾倒垃圾
的地方。 水塘的水体发黑发臭，空地
上杂草疯长、垃圾臭气熏天，蚊虫乱
飞。

“就这了！ 先治理，再提升！ ”我
和村里的干部说。 村干部立马组织
人员，用了十来天的时间把杂草、垃
圾和臭水塘清理干净。杂草清除后，
土地平整了， 停车场的问题也解决
了。 然后我们又围着这个水塘继续
做大文章， 将节点打造成 “荷塘月
色”。 水塘周边砂石铺路，村民可以
散步锻炼。 拆除节点周边的“乱搭乱
建”，赤膊墙变成了文化墙，水塘里
红鲤鱼成群嬉水，岸边的桃红柳绿，
真正实现了“人在景中、景在画中”。

S222省道沿线两边都是商铺，
“乱搭建、乱堆放”现象严重影响中
心村风貌。我们下定决心坚决整治。
想不到整治之初，就遇到了问题。 一
次我在查看整治现场时， 一个超市
老板对我说：“书记， 我们都知道这
个棚影响美观，拆除我们也支持，但
是下雨天这门口就湿答答的， 不仅
影响出行，也影响我们生意……”看
着店老板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不禁
思考， 如何才能使这项工作既得到
群众的支持， 又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呢？ 最后经过多次探讨，我们决定拆
除蓝顶棚后，用木头搭建风雨长廊。
这一工作迅速得到百姓支持， 整治
范围内的省道沿线顺利完成改造。

遂遂昌昌龙龙溪溪村村““消消薄薄西西瓜瓜””熟熟了了
� � � �龙溪村底子薄， 是缺乏优质发展资
源的典型薄弱村。 村党支部书记谢申豪
介绍，去年龙溪村未完成消薄任务，很多
项目建设因为没有资金而搁置了， 看着
其他村都完成了经营性收入的任务，他
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脱掉“集体经济
薄弱村”的帽子，把村集体的钱袋子鼓起
来，把项目建设搞上去。 今年年初，谢申
豪就和驻村干部、 村两委开始商讨消薄
方案，但迟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 谢申豪在电视上
看到高山种植西瓜的节目。节目介绍，在
光照足、温差大、空气好、水质清的自然
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西瓜皮薄、 汁多、味
甜、爽口。 他马上联想到，村里的自然环
境完全符合种植要求， 可以利用村中开
发土地复垦优势，种植高山西瓜。 于是，
他立刻召集村两委干部讨论， 大家一致
认为种植高山西瓜是短平快的好办法。

项目定下来后，村干部们兵分两路，
一边通过镇农技站联系上浙江勿忘农种
业有限公司购买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种
子；一边派专人外出学习种植技术。

村民们信心满满，在高山上 25 亩的
沙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 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培育，瓜苗长势良好。 好事多磨，
今年梅雨季节， 连续的强降雨使得部分
已结有小瓜的瓜苗生病受损。 当山路塌
方无法通车时， 村干部们就坚持每天徒
步 5 公里上山察看瓜苗情况，及时排水，
精心呵护。

近来，天气持续放晴，喜热的西瓜得
到了充分的光照， 第一批渐渐成熟的西
瓜长势良好。龙溪村的消薄西瓜，在一波
三折中迎来了意外的丰收。

眼见着越来越多的高山西瓜即将成
熟，村两委干部又为销售渠道犯愁了。由
于村集体首次开展农产品种植， 缺乏销

售渠道，仅限于在镇上设点零售，销量不
容乐观。 当得知村里西瓜销售遇到困难
时， 该村第一书记罗时锋马上联系遂昌
立青钛镍材料有限公司， 为村里拿下了
第一笔大订单。 金竹镇政府也积极帮助
龙溪村联系销路， 镇长向尉文更是自掏
腰包购买了 1000 元西瓜，给村干部增强
信心。

经过多方努力， 目前， 订单越来越
多， 基地上每天都有整车的西瓜往外输
送，村干部们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今
年龙溪村高山西瓜的产量有一万多公
斤， 每公斤售价 2-4 元， 利润近 2.5 万
元。结合村内水库发包收入，今年龙溪村
经营性收入已超过 5 万元。

向尉文说， 龙溪村村干部们主动积
极想办法增收，利用高山优势种西瓜，真
心实意地为村集体谋发展， 把村里的事
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用心用情，值得点赞！

� � � � �山路弯曲，绿色满眼。 随着海拔的
升高，清凉的山风不时吹入车窗，让人心
旷神怡。 翻过一个山岗， 我们进入一个
山谷地带，两边古树成荫，不少黄墙黑瓦
的老房子隐没在绿色之中， 显得别致而
静寂。同行的镇村干部告知，这就是不久
前被评为浙江省 100 个避暑气候胜地之
一的黄家畲村。

走进村民刘永发去年开办、位于村尾
公路边溪水畔的民宿，几个杭州客人正在
喝茶聊天。 刘女士是杭州的一名退休职
工， 去年在黄家畲住过一个星期之后，今
年夏天又和朋友一起相约来到了黄家畲。
“我们去年十多个朋友就是被这里夏日的
清凉吸引过来的， 今年我们很早就预定
了，准备住上 10 天，尽情享受这里自然的
清凉和生态地道的农家菜。 ”

黄家畲村位于云和县西南部， 地处
白鹤尖和白鹤仙顶双峰夹峙地带， 海拔
1000 米，村庄背靠云和梯田景区，植被
茂盛，村内存有大片原始次森林，以及全
县为数不多的古柳杉林。林木茂密，溪水
长流，造就了丰富的“负离子”和其他对
人体有益的气态物质。

据云和县气象台近三年（2016 年至
2018 年）自动站数据分析，黄家畲村 7、8
月日平均气温 22.6℃， 高于 30℃的天数
不到 1 天，且无大于等于 35℃的高温天
气； 森林覆盖率达 81.45%；7、8 月的空

气质量均为优良。今年 7 月，更是被评为
浙江省 100 个避暑气候胜地之一。

“今年感觉村庄更加整洁、热闹了，
幸好去年就已经把订金交了， 不然都抢
不到房间了呢。 ”日前，从永康市过来的
刘建永兄弟姐妹一家 10 口如约入住了
黄家畲村民宿，“这里空气好， 是一个天
然氧吧，天气又这么凉爽，住在这里真是
惬意， 我们已经连着三年来这里过暑假
了。 ”吹着自然的山风，刘建永一家对黄
家畲的环境赞不绝口。

村党支部书记叶志袁介绍， 黄家畲
除了清凉的温度和优美的环境， 还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村庄始建于南宋
咸平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
时是景宁通往龙泉松阳的重要通道 ,也
是明朝时期浙西南银矿的主要开采地。
村内至今完整保存有古栈道、古银矿洞，
明、清古宅等历史文化遗迹。村庄依旧悠
闲与恬静，保持着与世隔绝般的纯朴。

叶志袁带着我们沿溪水边游步道，
穿巷探古宅，感觉群山如屏。 “目前云和
梯田正在创 5A，我村成为乡村休闲度假
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区块， 正展现出其明
显的潜在旅游优势。 ”叶志袁介绍，近年
来，黄家畲结合美丽乡村资源，依照古村
落保护要求， 对村庄进行的基础设施和
旅游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新建了廊
桥、休息亭，公厕，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建

设了书院、茶吧、银矿博物馆、银官局等。
基于黄家畲独特的高山气候， 镇村

大力支持村民进行农房改造， 主打夏日
高山避暑牌，发展民宿经济，大力发展可
持续的生态旅游产业。

据了解，2014 年， 在崇头镇人大及
人大代表的引导和建议下， 村里尝试着
办起了 2 家农家乐（民宿），接待首批进
山“躲三伏”的杭州团队游客，成了黄家
畲民宿发展的开端。 凭借着游客的好口
碑，黄家畲的农家乐从无到有，截至目前
已有 17 家挂牌营业。每年仅 7 至 9 月就
能为村民带去 400 多万元的收入， 已经
成为黄家畲的重要产业支柱， 并初步形
成民宿避暑旅游品牌。

“黄家畲村被评为浙江省避暑气候
胜地， 这是对乡村自然环境和设施的认
可，我们会把握住机遇，在今后规划中，
将黄家畲村作为梯田旅游集散地中心和
上山游览路线的起始点。”崇头镇党委书
记谢岩伟介绍，黄家畲村乡土气息浓郁，
很多资源都处于待开发状态， 该镇将坚
持做好避暑乘凉文章， 同时大力做好古
村落保护、深入挖掘银矿文化，逐步形成
以“高山避暑、农耕体验、文化探寻”为主
要内容的养生（养老）产业体系，建成区
域独具特色的梯田避暑养生乡村旅游基
地，真正把黄家畲避暑品牌打亮、打响。

静静享享海海拔拔千千米米的的清清凉凉
云云和和黄黄家家畲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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