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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在“十
四五”开局
之年，我将
秉持“跳起
来摘桃子”
的 干 劲 和

“变不可能
为可能”的
坚持，不断
探 索 康 养
农 旅 融 合
新思路，实
现 仁 宫 乡
旅 游 、文
化 、生 态 、
产 业 全 面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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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黄田
镇柏渡口至朱黄
至中济段改建工
程(柏小线)涉及
沿 线 500 余 户 7
万余平方米的征
迁任务，为倒逼
各村奋勇争先、
迎难而上，黄田
镇开展“亮进度，
打擂台”项目建
设比拼赛，将柏
渡口至朱黄至中
济段改建工程进
度各节点评比成
绩纳入村新班子
履职考核指标，
激发新人村社班
子创业加速度。

日前，庆元县黄田镇群众期盼的柏渡
口至朱黄至中济段改建工程(柏小线)动工
建设。这条路沿线涉及黄田镇 12 个行政
村，1.6万名黄田村民。柏小线项目按照三
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7.5米，项目总
投资约为 8750万元，计划 2021年完成路基
工程，2022年全面建成。

原柏小线于 1970年新建，公路等级为
四级，路基宽 5米，沥青砼路面。“以前柏小
线公路弯道多，路又窄，一到生产季节或者
节庆就会交通拥堵，事故频发，难以满足当
地生产生活需要。同时，也制约沿线产业
发展，对原公路进行提升改造可以说是迫
在眉睫。”黄田镇镇长叶昌用说。

站在一旁的姚村村党总支书记李志飞
补充说，由于附近毛竹加工点路窄，一天只

能运输 20来车毛竹，长一点的车辆开不进
来，生产成本很高。等到路改建好后，一天
就可以运输 40多车。

要想富，先修路。16年前，朱黄村至良
官田村连机耕路都没有，村民出行需肩挑
背扛，步行 2 公里山路。村干部鲍世库和
村民向交通部门反映，自己组织起来，每家
分配任务，用锄头铲子挖了三年，直至实施
乡村康庄工程。“当时县里直接立项的康庄
公路就是这一条，也是全县第一条。”鲍世
库拿出以前的照片在现场展示。

不久前，双坞村两委班子带着征地同
意书来到村民蔡焕佑家，得知来意后，蔡焕
佑当即表态：“用到我的地，我无偿捐助，红
线画多少就捐多少，我是一名党员，应该起
带头作用。”公路改建涉及李村村余新荣

50 多平方米的地，他说：“征地没有补贴，
心里觉得有点可惜，但为了大家的利益，觉
得很值得。”

据了解，柏小公路沿线区域毛竹林面
积占庆元全县五分之一，毛竹产值近亿元，
镇里正在计划打造世界竹海公园；此外，黄
田镇还是全国最大灰树花生产基地，灰树
花生产达 1200万段，产量占全国生产总量
90%。

“柏小线提升工程开工建设，对黄田产
业提档升级、优化投资环境、提高人民幸福
指数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以‘干事赛跑第
一季’为抓手，通过项目化、服务化管理方
式助推工程建设，更好地服务黄田群众和
黄田绿色高质量发展。”黄田镇党委书记李
志远表示。

庆元黄田：“柏小线”成产业发展“提速路”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 24
个年头。仁宫是我工作的第四
个乡镇，我对这里的每个村、每
条路、每个人都有着深厚的感
情。

说起仁宫，很多人想到的是
杨梅。的确，仁宫的孙前杨梅是
青田杨梅的一张“金名片”。如
何以杨梅为切入口，充分释放

“丽水山耕”品牌效应，成为我一
直摸索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
开展了“摘杨梅果、尝杨梅饭、品
杨梅酒、泡杨梅树枝粉脚”等系
列体验活动，专门委托省农科院
检测杨梅枝叶的药用成分功效，
进一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提升生态产品效益。

其实，仁宫不止有杨梅，全
乡还种植了 30 多种水果，有草
莓 60 余亩、葡萄 80 余亩、柠檬
100 余亩，以及“丑八怪”“红美
人”等柑橘类水果 500 余亩。近
年来，我按照“溪上仁宫、采摘
乐园”的发展思路，引导鼓励村
民通过土地流转，积极发展家庭
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扩大果蔬种
植规模，实现“仁宫采摘、四季
尝鲜”。每每看到果农们脸上喜
悦的笑容，我总会有种沉甸甸的
幸福感。

2020 年，仁宫作为省级村社
组织换届试点乡，我们以换届工
作的高分答卷献礼“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全乡8个村均选出
了政治素质高、履职能力强、工
作作风硬的新一届村级组织班
子。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新一届村干部跃跃欲试，满
腔热血等待挥洒。我对仁宫的
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期待，鼓足了
干劲。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
高质量绿色发展不动摇，以“一
溪两线六区”为抓手，打造农旅
融合新仁宫。

让 小 溪 流 域 变 得 更 美 更
绿。放眼小溪流域的 8 个行政
村，均青山环绕、绿水环抱，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成了村民的共同
心愿。近年来，我们已创成省级
小城镇样板乡镇和美丽城镇。
当前，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小溪流
域防洪堤和“520”绿道建设。我
们还将投入600万元资金用于美
丽乡村建设，让仁宫的绿水青山
颜值更高、成色更足。

让两条公路线成为康养圣
地。仁宫距离县城仅15公里，是
千峡湖的东大门，有着良好的交
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我们立足

“两湾两谷三河”的良好生态环
境，迭代发展集生态体验、度假
休闲、果蔬采摘于一体的康养业
态，加快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休闲养生圣
地。

让 六 大 区 块 优 势 各 显 特
色。精准谋划布局生态农业观
赏区、户外体验拓展区、滨水乡
村休闲区、多彩苗木观赏区、魅
力水乡体验区、高山油茶种植
区，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
造“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美景”

“一村一品牌”“一村一阵地”，让
各村在“十四五”期间发挥优势、
特色发展。

近日，记者来到松阳县竹源乡小竹溪
村，村庄四面环山，竹林郁葱，一条小溪从
村中穿过。老村古建筑群邻弄相隔，黄墙
黑瓦，错落有致；而溪上多座石桥，连同民
居、竹海、古树浑然一体，整个村落显得空
灵和静寂。这里，有着目前全国唯一以松
香为主题的博物馆——松香博物馆。

博物馆于 2018 年国庆节落成，总面积
300平方米，其中展厅 220平方米，户外体验
区面积约 7亩，主要展示松香生产流程基本
要素和松阳从业者的创业轨迹。博物馆展
陈以物为主，分为源远流长的松香生产历
史、传统老法与现代新法生产、松阳“松香
大军”及竹源松香人的辉煌业绩、创业者的
足迹风采等四个展室，通过缩微场景（器
具）陈列，辅以图文解读和视频宣传片等手
法，让人真切了解体会松香生产的全过程。

松香产品主要有松脂、松节油及衍生
物，广泛应用在肥皂、造纸、油漆、油墨、橡
胶、电气、塑料、金属加工、食品、医药农药、
印染、粘合剂、建筑材料等方面，是我们重
要的战略资源。

为什么会在小村落建设松香博物馆？
竹源乡党委书记李绍誉介绍，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应用松香的国家，

松阳是名副其实的松香县。上世纪 80年代
初期，众多竹源人外出采松脂，把采脂或办
松脂加工厂作为脱贫致富之路。目前，松
阳人在全国 18个省 109个县（市）从事松香
生产，有松香企业 230 多家，实现松香年产
量 26.5 万吨，松节油 3.5 万吨，合计达 30 万
吨，产值达 40多亿元，占全国松香市场（76
万吨）近半壁江山，占世界年产量（110 万
吨）近四分之一。其中竹源乡在外从事松
脂采集加工的人数最多，有 3000多人，占全
乡人口的 60%，几乎村村都有松香老板。小
竹溪村成为“全国松香之村”，“松香人”已
经成为了竹源的一张特色名片。

为挖掘和展示乡村松香文化，弘扬松香
创业者精神风貌，突出松香人文知识的普
及，2017年，竹源乡以展示松香生产流程基
本要素和松香从业者创业轨迹为主题，投资
244.47万元，将原小竹溪村大会堂改建成松
香博物馆，成为全国唯一的松香博物馆。

博物馆的建设得到松阳松香协会以及
何发富、王关润、汤光耀等众多创业有成的
松香乡贤的支持，他们把自己早年放松香时
的原始物品捐献给博物馆，还原当年草根奋
斗史，记录松香人走南闯北的创业精神。

在村庄附近的松香户外体验区，一大片

松树成为一个绿色的世界，小竹溪松泰大
院民宿管家潘玫鹃告诉记者，采脂工一般
春节过后就前往采脂地做准备，次月中下
旬开始上山采割松脂。一个采脂作业区
（俗称“松香路”）有 800—1000株松树，采工
每天在这条“路”上循环奔波采割松脂，割
开松树树体后，渗出的胶状物即含油树脂，
就是俗称的“松脂”。在长期的松香生产、
贮运和加工过程中，松阳松香人摸索总结
出一套工艺独特、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全国
松香作出了突出贡献。行业中久负盛名的

“松阳采脂法”和“松阳刀”，就是由松阳脂
民创造的，被列入当代林业教材，传遍我国
东南各省。

近年来，小竹溪村依托生态、民俗、村落
等优势，完成小竹溪村A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
作。众多事业有成的松香老板回乡发展，建
设松泰大院等民宿 16家，实现年营业额 115
多万元，形成了集乡村旅游、休闲观光、民俗
风情体验等为一体的经营模式。李绍誉说，
小竹溪近百年的排祭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摄影爱好者、游客纷至沓来采风创作、游览
观光。而松香博物馆作为县市特色科普馆，
正日渐成为一张乡村金名片，开馆两年多，已
经有数万游客和学生来此参观体验。

■■ 记者 孙晓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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