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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成股东，村村有分红——

大东坝镇绘就

“洋坑埠头村 12.88 万元，燕田村 9.15 万
元，山徐村 6.02万元……”近日，松阳县大东
坝生态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强村公司”）在大东坝镇政府会议室召开
股东大会，对今年 1—7月收益进行分红。

村集体收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
面对各村发展强弱不一、业态分散各自为
政的现状，大东坝镇依托强村公司，将全镇
17 个行政村“打包”入股，抱团发展。此次
股东大会上，大东坝镇 17 个行政村村村有
分红。

如今，二滩坝水电站、光伏发电、豆腐工
坊项目已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白老酒工坊、
胡家里 6 号酒吧、共享小院等新项目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

得益于项目红利，一幅幅“新乡村图景”
正在大东坝镇徐徐展开，小康生活悄然走近。

拢指成拳拢指成拳 重塑美丽新乡村重塑美丽新乡村

大东坝村村民周根荣家的居住面积，比
两个月前增加了 4倍。

从 70平方米的泥墙危房，搬到村集中安
置小区里三层半的新洋房，近 300 平方米的
居住面积，还有全套崭新的家电，让周根荣喜
上眉梢：“客厅里 75寸大彩电，是已出嫁女儿
送的乔迁礼物。”

20万元的装修及家电购置费，儿女出了
大半。房前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绿化，周

根荣也不用管，村里统一规划设计，承担所有
费用。

像这样的安置小区，全村有两个。村集
体包下了所有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

这份底气，来自于强村公司。
2018 年强村公司成立。不同于一般公

司，强村公司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监事长
全是从 17 个村的村干部中票选出来的。对
此，镇政府有自己的盘算：各村身在其中才能
提高积极性抱团发展，项目配合度也会更高。

第一期投资中，大东坝村下属的 4 个自
然村从紧张的村集体经费中各挤出了 5万元
入股。

“一开始也没底，生怕打水漂。”大东坝村
党总支书记叶春景坦言。

有这种顾虑的村不在少数，但大家为了
发展，不约而同地入了股，准备大干一场。

从商谈二滩坝水电站股权转让，到引进
光伏项目，再到建设豆腐工坊和白老酒工坊，
这些身兼两职的公司“高层”铆足了劲头跑项
目、办手续、盯运营。

不搞大拆大建，因村制宜，因势利导，大
东坝镇逐渐绘就了一幅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
蓝图。

就连打印店这样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项目
也实现了万元级的收益。打印店开在镇政府
所在地的大东坝村，除了镇里企业和个人的
打印业务外，还承接镇政府的宣传资料、通知
文件等打印业务。对于镇政府来说，打包性
质的购买服务比起在外面的广告公司打印更

节省成本，可谓双赢。
截至目前，强村公司分红给各村的金额

已有 145.19 万元，按五期投资的入股比例，
多的村分红 10 多万元，少的村也有四五万
元。

大东坝村的分红有 17.28 万元。安置小
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正来源于此。剩下
的钱，村集体投资了本村的招商引资项目
——泉沚白丰民宿综合体。这个拥有 22 间
接待客房的民宿综合体，计划年底开业。

老手艺遇上市场驱动老手艺遇上市场驱动 蕴新机兴新业蕴新机兴新业

蔡宅村是一个建在河两岸的传统山村，
有着两百余年的历史。蔡宅的泡豆腐，在松
阳县内外小有名气。

村民叶水才家做豆腐、泡豆腐的历史，超
过了 30年。

煮浆，点卤、定型、油炸……叶水才坚持
做盐卤豆腐。点卤很是关键。对于卤水与豆
浆的比例，他熟稔于心。

虽说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腐，但谁家有红
白喜事要用大量豆腐时，一定找叶水才帮忙。

县内外的客人也来找他订购，“少则 10
来斤，多的甚至上百斤，一年下来也有小两万
元的收入。”

2018年，一个阶梯式的大型豆腐工坊坐
落在了村口河边的斜坡上。五个生产区域功
能明确：准备区、浸泡磨浆区、煮浆定型区、炸

制摊凉区、包装储藏区。
这么大的阵仗做豆腐，66岁的叶水才头

一次见。
强村公司负责销路。为此，公司成立了

一个豆腐工坊专业合作社，欢迎会制作泡豆
腐的村民加入，并收购他们的泡豆腐。但为
了泡豆腐的品质稳定，村民得在豆腐工坊制
作，用工坊统一订购的优质大豆油，以及能精
确设定温度的电炉灶。成品要是不过关，合
作社拒绝收购，村民自己带回家处理。

叶水才是第一批加入的社员，一开始还
有些紧张。“要是不合格带回家，太丢人了。”

然而现在，他倒是喜欢上了豆腐工坊，工
坊场地开阔，“撒得开手”。

去年腊月，叶水才一家没睡几个整觉。
豆腐工坊和自家客源的泡豆腐订单让他们忙
得脚不沾地。最多时一天得做 200多公斤泡
豆腐。叶水才在豆腐工坊赶工，家里的订单
全由妻子负责。

为在村里孵化更多“叶水才”，今年，强村
公司和丽水一家电商公司合作成立了松阳乡
趣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将乡村资源和城市需
求进行市场化对接。

蔡宅村的泡豆腐，搭上了电商和旅游的
快车。以“探寻一颗大豆的奇妙旅程”为核心
主线的亲子游、研学游成了热门，打卡最美工
坊、大豆奇妙课堂、豆腐西施变形记、舌尖上
的豆腐宴等体验内容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现在，叶水才又多了一项工作，现场给游

客制作泡豆腐伴手礼。
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用管儿女要

生活费，还能攒点钱呢。”

酒香意更浓酒香意更浓 古法酿造成就金字招牌古法酿造成就金字招牌

曾发誓走出山头村就一辈子不回来的叶
玉芳回来了。

门前连片的稻田已经稻穗满枝，坐落其
间的石仓白老酒工坊一点也不土气，远处群
山环绕，云雾沉沉……叶玉芳出了神，这个曾
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竟这样迷人。

她身后，是自己的老家，挂着“叶掌柜米
酒”的招牌。

大东坝镇的石仓，被誉为“江南客乡”。
这里的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制糯米酒，
当地人称为“石仓白老酒”。

距离松阳县城约 30公里的石仓山头村，
每逢农历 10 月，家家户户都会酿“十月缸”，
因为这时候的温度、湿度、山泉水酿出的酒口
感最佳。

待到腊月时节开封，酒香醉人，是农人对
辛劳一年的家人最好的安慰。点评各家酒的
味道，成为正月里走亲访友的热闹话题。被
夸赞酒酿得好，是主人家最自豪的事。

然而山村的酒香并没有远飘，因为大部
分村民自产自销，只有零星的挑坛小卖。

叶玉芳还记得儿时父亲挑着 90 公斤的
酒坛子，走好几公里山路，然后搭拖拉机去县
城卖酒的情形。父亲辛苦不说，还挣不了几
个钱。

“那个时候，年轻人觉得最有出息的事就
是离开这个村。”叶玉芳上了大学之后，觉得
终于“跳出了农门”。毕业后她在外企干了 6
年，后来又和弟弟合伙开汽修厂，生意做得不
错，生活顺风顺水。

除了父亲时不时的叨念：“咱家做酒这个
手艺是传不下去了。”

姐弟俩给父母在村里盖了新房，但父亲
叶日金却坚持住在老房子里，因为老屋凉爽，
适合酿酒，他要在那照看着那些酒。

改变悄然而至。2018年，强村公司投资
的石仓白老酒工坊决定建在山头村，选址就
在叶玉芳家对面。

叶玉芳开始重新思考父亲的叨念，一来
父亲割舍不下酿酒的老手艺，希望有人传承；
二来白老酒工坊的入驻是个契机，说不定古
法酿制的“石仓白老酒”能走得更远……

她毅然把汽修厂的生意转手，回到了山
头村。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注册了“叶掌柜米
酒”的品牌，将传统单一大坛售卖的白老酒做
成了 10多款不同份量的包装，其中有适合自
饮的小坛装，也有适合送人的礼盒装。而后
者，细分的包装有 10余种。

口感醇正，方便携带，符合现代人健康饮
酒的理念，“叶掌柜米酒”的品牌打响了。知
名的农特产销售品牌“丽水山耕”主动找到了
她，为其推广白老酒；松阳当地几乎所有高端
民宿都找上门，邀其入驻展酒；杭州百年的月
饼店要和她一起做精品饼酒套盒……

这些天，叶玉芳正在和强村公司洽谈合
作。强村公司设想的模式是，农户入股享受
股金收益，同时可将自家酿造的半成品卖给
工坊。工坊经过统一包装、封坛再酿后，再将
部分成品酒返卖给农户，农户再自行销售。

强村公司董事长李美爱解释，如此农户
将有三笔收益，同时又能激发农户的销售自
觉性，提高“造血”能力。叶玉芳非常认同，她
也希望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白老酒工
坊强强联合，让石仓白老酒“香飘万里”。

看着越变越好的山头村，叶玉芳说：“回
来了，就再也不想离开了。”

■本报记者 曾翠 叶承慧 周琳／文 兰雷伟／图

“新乡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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