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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在
建 党 百 年
的新起点，
打 造 共 同
富 裕 美 好
社 会 山 区
样板，需要
我 们 快 马
加鞭。

松阳县竹源乡党委书记

叶长春

美丽环境赋能共富乡村

2021 年是我到竹源乡
工作的第 4 个年头。经过
多年发展，竹源乡生态旅
游 已 初 具 雏 形 ，交 通 基
础、人居环境等有了较大
改善，但产业基础薄弱 、
人才支撑不足、村集体经
济造血能力偏弱等问题仍
然突出。

为提升村社换届后村
干部队伍战斗力，今年，
我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用好“问海借力”金钥匙，
组织乡、村干部到沿海发
达地区考察学习，收获很
多，尤其在余姚横坎头村
现 场 教 学 中 ，当 地 推 动

“红绿”融合发展实现村
集 体 和 村 民 收 入“ 双 增
收”的模式，给了我们极
大的启示和触动。

乡村振兴，前提是组
织振兴。考察回来后，我
立即组织开展了考察学习
心得大讨论，以“美丽环
境”推动共富乡村成为广
大共识。

聚焦环境卫生、收缴
水费（物业费）、违建防治
和平安稳定等“四件关键
事”的整治，我牵头制定
了《竹源乡人居环境“微
积分”考核办法》，每月组
织开展乡村党员干部交叉
检查，并公开排名，以制
度、考核提升村干部队伍
担当干事能力。同时，在
党史学习教育每月主题党
日上，我们将环境整治作
为必选议题，通过党员自
评 、互评，党组织书记点
评及选树典型、督促后进
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带
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全乡
环境卫生持续改善，为发
展生态产业奠定了扎实基
础。

依托良好的人居环境
优势，通过“双招双引”，
我 们 引 进 了“ 乡 村 新 农
人”张世铭教授，建立了
中医农业（松阳）实践基
地，与浙江青山石蛙养殖
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在小
竹 溪 村 投 资 近 1000 万 元
建 立 石 蛙 养 殖 及 观 光 项
目，与勐海云松有限公司
签订“茶旅康养”综合体
项目初步合作协议，一批

“农业+休闲观光”“农业+
康养”等新型乡村休闲产
业初见成效。

我们将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围绕“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总体要求，紧盯群众关
切，将学习成效转化为为
民办实事、推动共同富裕
的生动实践，高扬“丽水
之干”行动奋斗旗帜，不
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竹源特
色的共同富裕宽广大道。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龙泉市龙
南乡把高山劣
势变成优势，利
用海拔高、生态
优、空气好的特
质 ，引 导 农 民

“卖”风景、“俏”
产品，让农业融
入“服务+”“生
态+”“旅游+”
等经营模式，带
动村民增收致
富。

秋风习习，稻谷飘香。连日来，庆元县
岭头乡南峰村粮食种植基地里一片金黄，几
台收割机在 50 余亩“明珠 4 号”水稻田里来
回穿梭，颗粒饱满的稻穗在阵阵微风吹拂下
沙沙作响，稻香扑鼻，洋溢着丰收的景象。

“第一次试种新品种，就有这样喜人的长
势，有专家指导就是不一样。”基地负责人
黄立高双手捧起一把刚收获的稻谷，高兴地
对记者说。

黄立高是岭头乡粮食种植大户，也是庆
元县千钟粟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合作社
主营种植龙爪粟，在岭头乡共有 500余亩的
龙爪粟种植基地。合作社通过“农业订单”
的方式，向农户承诺订单收购，打消农户对
于销路的顾虑，带动了周边农户的种植积极
性。

岭头乡原以高山冷水茭白为主要产业，
近年来为了避免茭白种植造成水体富营养
化影响，乡政府开始探寻农业产业转型发展

之路，围绕“农耕岭头”发展定位，大力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推进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与结构优化，提高粮食产量和
品质。

2020 年，岭头乡完成贵南洋溪流域整
治，现有土地更加适合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优质水稻，并找到有丰富种植经验的黄立
高，邀请他作为水稻种植“带头人”。

今年以来，岭头乡政府密切对接省农科
院，依托“星期天工程师”、科技特派员、“十
大产业能人”工作室等多种途径“招才引
智”，采取“人才+合作社+基地+农户”种植
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为做好新品种水稻种植示范工作，岭头
乡多次联系“星期天工程师”的农业专家入
乡下村调研指导，根据乡村气候条件、土壤
性质，最终选取“明珠 4号”新型水稻作为种
植品种，通过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专

家不定期现场指导、微信线上诊断等方式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种植成本，解决了农村劳
动力因老年化而不足的问题，同时极大缓解
了农村偏远地区缺人才缺技术缺指导的窘
境，最终实现高产优质的目标。

截至目前，新品种水稻已经初步形成了
种植、收割、加工运输的半自动机械化作业
模式，有望带动周边 50 余户农民人均增收
2000元。

接下来，岭头乡将继续统筹整合南峰村
周边 4 个村近 900 亩流转田，建立更具规模
的种植示范基地，让更多人不出远门就能有
收入。岭头乡有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岭
头乡陆续建成了稻田养鱼基地、高山小尖椒
基地、大际头生态种牛养殖基地等，蓬勃发
展的种植、养殖业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
础。

连日来，在海拔 1100 米的龙泉市龙南
乡蛟垟村上田自然村 50亩高山智能化集约
化育苗基地中，工人们正在忙碌着。龙泉市
云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毛月旺说，上田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环境无污染，培育出
的番茄种苗虫害少、品种优，深受市场青
睐，自 2020年基地建成投产以来，填补了省
内高山育苗的空白，为温州、杭州等地输送
了优质的种苗，赢得了“云上番茄”的赞誉。

龙南乡位于百山祖国家公园区域，平均
海拔 800米以上，是典型的高山地区。近年
来，龙南乡把高山劣势变成优势，利用海拔
高、生态优、空气好的特质，引导农民“卖”
风景、“俏”产品，让农业融入“服务+”“生
态+”“旅游+”等经营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乡党委书记叶龙森介绍，龙南各村利用

自然环境，发展高山辣椒、高山茄、冷水茭
白等“菜篮子”产业，增加了集体和村民收
入。我们将把龙南独特的高山水冷优势挖
掘好、利用好，整合各方力量，持续发力推
进新时代活力新农村建设。

毛月旺已在龙南发展高山种植业 10余
年，种植了高山番茄、生姜等农产品，今年，
在他的种植基地里，番茄、生姜长势喜人，
预计收获 20多万公斤。“今年是基地高山番
茄育苗的第二年，去年我们总共销售了 50
多万株种苗，今年预计将出苗 200-300 万
株。”毛月旺介绍，目前该基地二期 50 亩工
程正在建设中。

来自缙云的李俊海在龙南种植了 50多
亩高山冷水茭白，“这里空气好、水质优，因
为气温很低，所以茭白口感好、味道好、产

量也高，比较受市场欢迎。”李俊海介绍，
他带着一家人来龙南种植茭白 3年，每年均
可收获 7.5万公斤茭白。

龙南乡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水资源
丰富，水质优良，也十分适宜中华鲟冷水鱼
养殖。去年 9 月，在外创业的乡贤、杭州闻
莺集团董事长刘根伟在家乡下田村的鱼基
地里投放了一万多条鲟鱼，成立了龙泉首个
鲟鱼养殖基地。

“鲟鱼养殖对水质有很高的要求，下田
空气好、水质好、气温低，非常适合养殖鲟
鱼。”刘根伟介绍，“我虽然长期在外创业，
但是父母依然生活在村内，我希望对养育我
的家乡有所回馈，更希望利用发展养殖产业
的方式，把家乡的优势资源推广出去，给村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龙泉龙南：利用海拔优势发展“菜篮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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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元 县 岭
头乡围绕“农耕
岭 头 ”发 展 定
位 ，大 力 实 施

“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
采取“人才+合
作社+基地+农
户”种植模式，
建立农业示范
基地，助力乡村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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