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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在
新的起点，
我 将 守 好

“ 红 色 根
脉 ”，护 好

“ 绿 色 生
态 ”，带 头

“马上到”，
凝 心 聚 力
带 领 住 龙
人 民 共 建
共 享 共 同
富裕！

龙泉市住龙镇党委书记

余盛云

带头

﹃
马上到

﹄
铸就

﹃
新面貌

﹄

住 龙 镇 是 浙 西 南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重 点 区 域 。
住龙的红色基因、红色血
脉，是乡村振兴、推动共
同富裕的最大优势。调
任住龙以来，我就在思考
如何因地制宜发挥党建
引领的优势，推进“红色
根脉强基工程”，引导住
龙党员干部更高效率、更
快速度厉行“丽水之干”。

多 年 的 基 层 工 作 经
历让我深刻知道，兵贵神
速。推进共同富裕，唯有
立 说 立 行 ，才 能 跟 上 节
拍。于是，我就大力弘扬
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这
个“丽水之魂”，深入谋划
打造“马上到”党建品牌，
针对镇班子、镇干部、村
书记、村干部、村党员 5 个
层级，定制了 10 个方面 58
条 考 评 指 标 ，同 步 出 台

《龙泉市住龙镇打造“马
上 到 ”党 建 品 牌 实 施 方
案》《龙泉市住龙镇“马上
到 ”党 建 品 牌 考 评 办
法》。6 月 26 日，全镇党
员大会暨打造“马上到”
党建品牌动员会召开，全
面营造起“马上到、马上
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

在“马上到”服务理
念的推动下，我们迅速完
成涉及住溪村、龙星村等
42 户农户 、1.6 万平方米
土地的政策处理，提前 1
个月完成红色剧场、浙西
南书苑等 4 个项目，提前
1 个月开工青拓基地等 3
个工程，累计完成“我为
群众办实事”1080 件，建
成“ 马 上 到 ”品 牌 展 馆 1
个、党建示范点 2 个、品牌
队伍 12 支，形成了争先进
位 、争 先 恐 后 的 工 作 格
局。

工 作 上 推 行“ 马 上
到”，在学党史上我们也
营 造 了“ 马 上 学 ”“ 马 上
用”的浓厚氛围。今年以
来，我们抓住建党百年、
党史学习教育等机遇，结
合住龙红色资源，提早谋
划、提早行动，新增红色
节 点 10 处 、研 学 线 路 3
条、提升红色旅游基础设
施 32 处，先后举办了“浙
里红·潮”直播暨传承红
色文化乡村漫游活动、重
走浙闽红军大道等 10 余
次大型活动，承办了丽水
市唯一一个浙江省首批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颁发仪式，推动红色旅游
迈上了新的台阶。1 至 10
月份，住龙镇累计吸引外
来游客 22 万余人，旅游收
入达 2100 余万元，同比增
长 50%。

站在新的起点，我将
坚定不移发挥党建引领
的红色优势，守好“红色
根脉”，护好“绿色生态”，
继续带头“马上到”，凝心
聚力带领住龙人民共建
共享共同富裕！

云和县元
和 街 道 梅 湾
村 ，拥 有 数 百
株 百 年 老 梨
树以及蜜源丰
富 的 自 然 环
境 ，成 就 了 梅
湾村幸福的雪
梨和蜜蜂两大

“ 甜 蜜 产 业 ”，
使梅湾村村民
幸福生活越过
越甜蜜。

“梅湾村包山自然村是云和雪梨的发源
地，由于正处在古驿道上，古时候往来商客
云集，村民早年就有挑担过水路，下温州卖
雪梨的传统。现在村里有 300 多棵百年老
梨 树 ，依 旧 能 结 出 个 大 、多 汁 、甘 甜 的 雪
梨。”近日，在村边的一个山头上，村民赵土
根指着身后的几株梨树告诉记者。

云和县元和街道梅湾村是一个有着
8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村落，云和第一个农
村党支部就诞生在这里，有着云和“革命摇
篮”的称号。梅湾村不仅有着革命年代传
承下来的红色基因，也有老一辈留下的数
百株百年老梨树，以及蜜源丰富的自然环
境，也正因此，成就了梅湾村幸福的“甜蜜
产业”。

前些年，由于缺少管理的老梨树饱受锈

病和虫害的侵扰，以每年三四十棵的速度枯
死，让云和县相关部门意识到抢救老梨树迫
在眉睫。于是，当地立即启动了百年老梨树
保护工作，给这些老梨树挂上了“身份证”，
实行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现在每一棵老梨树都有了‘身份证’，
二维码一扫，雪梨的年份、施肥的时间、开
花的时间全部显现，通过对每一棵梨树都实
行数字化管理，确保将老梨树管好养好。”
梅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叶伟介
绍。

得益于精细的照料，老梨树慢慢地重新
焕发生机，结出累累硕果，让梅湾村村民从
中找到了致富密码。两年来，乡村雪梨种植
面积增加了 600 多亩，雪梨的价格也很喜
人，个头 1 公斤重的雪梨每公斤能卖 32 至

34 元，1.5 公斤重的雪梨每公斤能卖 40 多
元。

和雪梨产业一样，同样“甜蜜”的还有梅
湾村的蜂蜜产业。梅湾村植被覆盖率高、生
态环境良好，蜜源丰富，目前全村存栏蜜蜂
1300 多箱，每年仅土蜂蜜的产值就达到了
130多万元。“我养了两三百箱蜜蜂，一年能
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梅湾村蜂农张海龙
说。该县农业部门还向低边低保农户免费
送蜂，并通过“传帮带”形式给予大力支持，
带动低收入农户实现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得益于雪梨和蜜蜂这两大“甜蜜产业”，
梅湾村村民每户年均可增收 2 万元。山岭
种梨、山谷养蜂，梅湾村村民的幸福生活越
过越甜蜜。

云和梅湾村：“甜蜜产业”成就革命老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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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广田龙泉广田：：
乡村绿色发展乡村绿色发展 助力农民增收助力农民增收

初冬时节，烟雨朦胧。日前，记者在龙
泉市安仁镇广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吴新平的带领下，来到海拔近 400 米的
200亩香榧基地，“经过 7年管理，今年摘到
了 1000 公斤左右的青果，果树种植没满 10
年，就小有收成，让我对来年发展充满信
心。”吴新平告诉记者，香榧从开花到结果，
要经过 2 年时间才会成熟，现在有 10 多位
年老的村民在基地工作，每年有 2万多元收
入。

行走在高低不平的香榧基地，记者看
到香榧树枝繁叶茂，长势旺盛，散发出阵阵
清香。几个村民正穿梭于林中管理香榧。
吴新平介绍，他 2011 年回村带领村民发展
香榧、猕猴桃、苗木、雷笋等，利用乡村生态
环境，助力农民增收。

广田村位于安仁镇西南部 3 公里处的
天平山脚下，依山傍水，土地辽阔，是安仁
镇 2万多群众饮用水之源，为紧水滩水库移
民村，总人口 870 余人，外出务工人口 200

余人，留在村中的多为 60 岁上下的中老年
人。

据了解，广田村之前一直没有其他产
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2011 年开始，吴
新平从温州回来担任村委主任后，带领十
几位村民建立农村种植合作社，通过土地
流 转 的 形 式 ，建 立 了 蔬 菜 、水 干 果 等 基
地。组织村民参加专业培训，带队外出参
观，将先进的种植管理经验带回村里。目
前，广田村已经有香榧 200 亩、猕猴桃 50
亩、水果 60 亩、苗木 100 亩、雷笋基地 100
亩。

随着绿色产业的发展，留守村民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新平香榧基地种植了猕
猴桃等，我们平时帮着打理，一年可以挣到
2 万多元。”村民沈土炎说，他和沈庭宝、刘
贤成、沈廷祖等 20 多位老人在家门口打工
挣钱，自由开支，感到十分高兴。

为加大对村里相关产业的扶持和服务
力度，拓展绿色产业发展链条，广田村党

支部响应镇党委“永和萤火”党建品牌打
造，成立了“永和萤火”服务产业发展小分
队，针对雷笋近年来产销不畅、价格偏低
问题，引导种植户对雷笋进行烘干等深加
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年轻村干部作
用，利用网络销售，架起农产品“线上”“线
下 ”模 式 ，拓 展 绿 色 产 品 销 售 渠 道 ；成 立

“新华香榧合作社”“柳世武油茶合作社”，
打造农产品品牌；该村 36 岁的年轻党员沈
龙华，带领 10 多名村民在温州经营汽车生
意和农产品销售，年销售额达上亿元，帮
助村民发家致富，将家乡土特产送上温州
人的餐桌。

近年来，广田村强抓项目推进、盘活村
级资源，使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通
过出租物业大楼、物业厂房、便民服务中心
大楼等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20 多万元，
群众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一个
绿色产业多样，村貌焕然一新的山水田园
式美丽乡村正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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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泉 市 安
仁镇广田村利用
乡村生态环境，
发展香榧、猕猴
桃、苗木、雷笋等
产业，强抓项目
推进、盘活村级
资源，使村级集
体经济实现快速
增长，群众经济
收入和生活质量
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