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通讯员 雷晓云 应波

新 变 局新 变 局乌溪江大桥的乌溪江大桥的

■■本期策划主题本期策划主题

共同富裕新征程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版制图本版制图//张李杨张李杨 本版设计本版设计//杨祝娟杨祝娟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章建辉章建辉

6620212021年年88月月55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李杨张李杨

深 度深 度··聚 焦聚 焦 丽 水 的 桥丽 水 的 桥

记者手记

区域一体，交通先行。从历史上
看，乌溪江大桥承载着解决群众出行
难的重任。4 年前，这座横跨仙侠湖
的大桥改变了当地群众渡轮出行的方
式，是解决库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民生工程。如今再看，随着浙江率先
承担起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重任，加快构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实现一县域小时交通圈，对于东西部
发展不平衡的遂昌来说，路桥建设是
必要前提、是先决条件。

桥飞两岸，路通八方。遂昌东部
是遂昌经济和工业实力最强的区域，
妙高、云峰街道显然已成为遂昌的核
心所在。位于遂昌中部的乌溪江大桥
的建成，便利于遂昌率先发展成为东、
西部高度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协同
发展。

长远而言，大桥的建成，遂昌西部
与中部湖山的“天工之城”，与东部工
业区的关联度将再上台阶，大桥在缩
短时空距离、降低农产品和出行成本
的同时，必会重塑和提升遂昌西部偏
远乡镇的产业结构。作为遂江公路的
控制性工程，乌溪江大桥无疑是重要
交通节点，等到遂江公路全线贯通，这
条连接江山与遂昌的交通“大动脉”必
将成为遂昌城乡一体化的开路先锋，
驱动着交通一体化突飞猛进。

飞跃仙侠湖，龙腾浙西南；大桥长
虹卧波，公路联通东西。乌溪江大桥
让不少昔日的“交通末梢”成为今日的

“发展高地”，交通版图的互联互通，
也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乌溪江大桥是为遂昌发展
定制的，那么，遂江公路就是浙江实现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通
衢之路。我们期待乌溪江大桥和遂江
公路成为撬动区域发展的支点，进而
全面激发偏远乡镇的发展动能，引领
经济要素向山区深度辐射，为努力建
成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经
验和示范。

“桥”接区域一体化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通讯员 雷晓云

群山深处，56 辆越野车以 40 公里的时速在遂昌乌溪江大桥上行
驶，穿隧过桥，畅行无阻。

此行的终点，是遂昌湖山乡的福罗淤村。因为浙西遂昌“川藏线+
丙察察”的缘故，这座藏在“深闺”中的小山村成了越野爱好者竞相打
卡的网红村。

这条路，随车领队周功斌走了不下百次，过去常犯愁，现在一身
轻。“乌溪江大桥开通后，原本 3小时的路程缩短为 1小时，一路奔驰真
畅快！”

周功斌的喜悦，外人或许很难理解，但遂昌中西部的群众有切身
体会。因为仙侠湖的阻隔，遂昌县的湖山、黄沙腰、柘岱口、西畈等中
西部乡镇群众出行不便，最偏远的西畈到县城得花费 3个小时。

发展的路子要靠自己走出来。进入新时代以来，当地干部群众发
扬浙西南革命精神，大力推进交通建设。2017年，遂江公路控制性工
程——乌溪江大桥顺利通车，曾因大山阻隔而贫困的山区群众，开始
快速走上致富之路。

架成跨湖大桥 出行不再艰难

翠峰连绵，溪涧碧透，美景如画的湖山乡仙侠湖畔，村民们多年来
饱受出行难困扰。

今年 69 岁的巫五奶是土生土长的湖山乡红星坪人，在乌溪江大
桥建成通车之前，她在村里当了 20年的渡工。湖两岸的村民要出行，
都靠巫五奶的手摇船。20年间，巫五奶成了红星坪与附近村庄之间的

“桥梁”。
“别看我的船小，平均每年能来回送 10000 多人次呢。”抚摸着珍

藏的船舶驾照，巫五奶眼里充满了自豪。当年，来回一趟船程需要半
小时，但没人嫌麻烦，因为别无选择。

随着乌溪江大桥的投入使用，巫五奶卸下了渡工的身份。现在的
她是一位采茶工，每到茶叶产出季节，她都会骑着电动车从乌溪江大
桥上经过，去对岸采茶。“多的时候一天能挣 300 多元。”巫五奶说，以
前当渡工风里来雨里去，月收入最多 1500元，乌溪江大桥为村里带来
了便捷，更带来了生活的盼头。

“我们村过去也种茶，但挣不了多少钱。”红星坪村村委会副主任
朱金文回忆。

为啥？路不便、打理累、运输难。
湖对岸山上台地耕作区成片，却只有寥寥几户耕种。“去湖对岸得

等渡轮，乘船还得花 30分钟，即便空手上山，走一遭又是半个多小时，
实在太辛苦。”朱金文说。

发展谋出路，先得找一条跨湖的路。2012年，为了解决库区群众
出行难的问题，乌溪江大桥正式动工建设，5 年后，全长 1.32 千米、宽
12米，总投资 1.14亿元的浙江当时单跨最长的上承式钢拱管特大桥建
成通车。

有了桥，发展就有了基础。村民们开始将湖对岸的田地整备，不
仅种上了瓜果蔬菜，还开发了大面积的茶园，朱金文就是在大桥通车
的那一年将自己原本只有 10亩的茶园扩大到现在的 60亩。

如今，他置办了一辆三轮电动车，从家里走乌溪江大桥到茶园只
需 5 分钟。“一斤鲜茶下午三点的价格比五点的价格贵 4 到 5 元，大桥
建好后，茶叶卖出了好价。”朱金文说，今年春茶采摘期间，他每天从茶
园采 250公斤左右的鲜茶到大柘的茶叶市场，每次都能赶在下午三点
前成交。“一车相差 2000多元呢。”朱金文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单是
茶园这一项，就有 80多万元的毛利。

“乌溪江大桥的建成，为黄沙腰、柘岱口、西畈三个西部乡镇群众
的出行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加快乌溪江库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的
同时，完善了遂昌交通公路运输网络。”据遂江公路总承包部总工郭智
博介绍，作为遂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乌溪江大桥的建成进一步加速
了遂江公路的建设速度，大幅降低了工程材料的运输成本，原计划 4
年工期的遂江公路有望在两年半后通车，“到时候，遂昌西部乡镇将融
入县域‘一小时交通圈’。”

昔日门可罗雀 如今车水马龙

未到遂昌县，先知福罗淤。去浙西川藏线走一走，是许多越野爱
好者到遂昌旅游的初衷。

在湖山福罗淤村口不远处，当地村民把自家产的鱼干、茶叶等农
产品摆出来卖，游客有需求，还能当向导。

“从乌溪江大桥出发，不过半小时，就可抵达我们村，路上有一段

U形急弯，像极了美国亚利桑那州著名的马蹄湾。这段非铺装山路的
路面崎岖，道路两旁山势险峻、河流湍急，非常适合体验越野。在村里
的农家乐吃个午饭，下午还能到为越野人量身定制的溪滩玩沙滩越
野。”福罗淤村党支部书记叶林兵告诉记者。

这是遂昌越野旅游的经典线路。但如果没有 2017年底通车的乌
溪江大桥，从县城去一趟福罗淤得花 3个小时，着实不易。

“大桥建成后，村子焕发出新的活力，茶叶、小鱼干等土特产品不
愁销了，村里还开出 2 家农家乐，但远远不够接待越来越多的游客。
去年，村民人均收入 18452 元。”叶林兵说，福罗淤村还争取到了省级
1000多万元发展资金，正在建设历史文化村落和传统村落项目。

乌溪江大桥将附近乡镇等旅游资源连为一体，作为越野路线的起
点，焦滩乡焦滩村鱼头一条街的鱼头馆生意也顺理成章地火了起来。

“到村里吃鱼头的游客，一个月少说也有 5000 人，大部分是外地
人专门开车来村里吃鱼头呢！”村民们说，因为有了“鱼头一条街”，村
里人气旺了，过去不起眼的山货也值钱了，大家平时晒的、腌的土货，
全被游客买光了。

2018年，焦滩乡独山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乌溪江渔宴”邀请赛。
来自乌溪江沿岸的 6个乡镇的 14家农家乐、民宿选手以乌溪江有机鱼
为主，整合其他水产资源，通过传统烹饪技艺，秀出自己的当家招牌
菜，将鱼旅文章不断做大，实现焦滩鱼文化持续发力。

而随着鱼头街的知名度日益增大，焦滩不断拓展旅游建设新空
间。当前，该乡正全力推进遂昌诗莉莉·漫戈塔度假村一期及浙江盛
世花园度假酒店竹阾院项目，合计投资 1.2亿余元。与此同时，谋划房
车营地建设和水上皮划艇项目建设，并围绕红色文化、历史文化、乡土
文化和自然文化，建立焦滩乡旅游项目招商库，实现精准招商。

交通有保障 产业发展快

从西畈乡湖岱口村的山顶上眺望，连绵四十余亩猕猴桃园一览无
余，果农柴元顺正筹备扩大种植面积。相邻的西畈村内，4 幢老房子
正准备翻修，上海一家公司计划在这里开民宿。

“去年，乡里举淤口村内的 9幢房子也租出去建起了民宿，为村里
带来了 5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西畈乡副乡长尹伟锋说。

在 2017年以前，这样的情形很难想象。
“西畈是遂昌最偏远的乡，西畈人进县城得花 3个小时的车程，很

多路建在悬崖绝壁上，安全都难以保障。”尹伟锋回忆，他在 2015年来
西畈工作时，村里还种了不少夏黑葡萄，“第一年产果之后就改种猕猴
桃了，因为葡萄经过山路颠簸到县城，全都‘熟’了。”

改善交通环境成了沿途村民的紧迫需求。乌溪江大桥的通车，让
遂昌西部乡镇的干部群众看到了遂江公路通车的希望，县域 1小时交
通圈的未来图景不仅让资本进入了偏远乡镇，更让当地百姓燃起了致
富的信心。

“遂江公路开通后，我们西畈去县城将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茶叶
与水果等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将减少五分之二。”尹伟锋说。

乌溪江大桥的建成，也为柘岱口乡产业发展带去了信心。随着遂
昌番薯条名气越来越大，柘岱口乡抓住自身优势，做深番薯条产业，将
原本只存于乡野的“土货”，打造成了畅销的农产品。

柘岱口乡五星村地处海拔 1000 多米的高山，是全乡种植番薯最
多的村庄之一。65岁的村民黄水云告诉记者，25年前，番薯条只是家
家户户的零食，谁也想不到，如今这不起眼的农家小食会成为热销的
商品，“最远销往乌鲁木齐，每年都供不应求。”

黄水云现场算了一笔账：他家每天能制作 80余斤番薯条，按照目
前每斤 10元左右的价格，一天就有 800元的收入，“一整年下来，能产
出 3000多斤番薯条，这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一年只需要忙上
两个月，就能挣到一笔不菲的收入。”

如今，柘岱口乡以冬季烤薯为特色的农业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等
遂江公路开通，我们的区位劣势将彻底变为生态优势，我们的产业也
为此不断升级。”柘岱口乡党委副书记郑伟说，通过“柘里薯香”省级星
创天地项目的实施，村里已建成一座 SC标准化的生产厂房，“柘岱口”
农产品商标也已成功注册，为番薯产业的转型提质做好各种准备，“下
一步，乡里还将进一步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
打响产品品牌。”

“乌溪江大桥的建成，极大激发了遂昌中西部乡镇的发展动能，打
通了偏远乡镇山货出山与资本进山的双通道。”湖山乡党委书记王修
华告诉记者，“百里山川，顺畅往还，偏远乡镇群众以后的日子会更有
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