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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层
干 部 无 论
在 哪 个 乡
镇、哪个岗
位上工作，
首 要 任 务
都 是 让 一
方 百 姓 腰
包鼓起来、
富裕起来。

云和县紧水滩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

金叶剑

﹃
金水滩

﹄
的共富之路

2016 年 8 月，我到紧水滩镇任
职。2018 年 2 月，我开始联系乡村
振兴和“双增”工作，对小镇发展
优势和存在短板有了更加深入的
思考和认识。当时的发展情况并
不乐观，部分村青壮年劳动力外
出较多，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缺
少“双招双引”的条件。

我觉得紧水滩镇生态优良，
船帮文化底蕴深厚，这样“荒”着
实在可惜，一定要搭上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顺风车”，因地制宜
发挥“各村之长”，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

2018 年，省交通集团为我们
带来了发展的良机。我抓住机遇
推 动 成 立 镇 强 村 公 司 并 注 册 了

“金水滩”品牌，迈出了打造“全域
订单农业”的第一步。通过打造

“企业预购、农民接单、政府服务、
合作社收购、强村公司销售”的运
营链条，不仅有效规避了种植风
险，还保证了销售渠道，给村民们
吃下了“定心丸”。目前，强村公
司已有订单 1800 余笔，销售金额
达到 820 余万元，实现农民增收
210 万元、村集体增收 170 万元。

看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
生活变好了，我对拓宽增收渠道、
推动共同富裕的信心与干劲更足
了。随着“订单农业 ”越做越红
火，强村公司逐渐拓宽经营领域，
从成立之初的农产品销售拓展到
项目投资开发、物业管理、农旅研
学等方面。

为了转型升级石浦村的经济
发展方式，镇里引导强村公司与 3
个村联合投资，谋划建设“星空泳
池”项目。我们马不停蹄地进行
政策对接、资金争取⋯⋯经过 114
天的日夜奋战，“星空泳池”在石
浦的一处乱石荒滩中横空出世，
开业当天就吸引了 1.8 万名游客，
成 为 古 村 焕 新 的 引 爆 点 。 目 前

“星空泳池”承租给企业进行市场
化运作，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 20
多万元租金收入。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不断实践
中，我更加确定了紧水滩最大的
发展优势就在于生态优势。我与
镇村干部一同走村入户，盘活闲
置资源、深挖资源潜力，积极探索
发展新路子。用好光伏政策，多
村 联 合 筹 资 购 置 屋 顶 光 伏 发 电
站；利用库区优势做好水上文章，
20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赤石乡
13 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成立
渔业公司，村民们自己当上股东；
推动村集体土地、山林等村集体
物业经营权流转入市，进一步放
大资源优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转化之路引领我们不
断取得富民强村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双赢”。

几年来，我亲眼见证了各村
面貌的蜕变，从脏乱差到整洁净，
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从产业
平平到收入翻番⋯⋯现在的紧水
滩已经是国家 4A 级景区镇，全域

“订单农业”入选全市十大消薄案
例⋯⋯很荣幸见证了从紧水滩到

“金水滩”的跨越式发展，面对新
机遇新任务，我将继续乘势而上、
主动作为，为“金水滩”奋力开启
旅游科创小镇建设新征程作出新
贡献。

日 前 ，青 田
县海溪乡由乡村
民间艺人和鱼灯
表演服务队组成
的非遗宣讲队，
走进乡村的街头
巷尾，敲锣打鼓
传 播 六 中 全 会

“好声音”，用文
艺方式传播全会
精神。

“ 六 中 全 会 来 得 好 ，万 里 河 山 多 妖
娆。小康步入新时代，第二个百年起高
潮 ⋯⋯”日 前 ，在 青 田 县 海 溪 乡 正 教 寺
村，由村里民间艺人和鱼灯表演服务队
组成的非遗宣讲小分队奉上了一场以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演出。

活动现场，鱼灯表演、小品等节目轮
番上场。节目中间，鱼灯表演队 4名队员
打起快板，宣讲起六中全会精神。台上表
演精彩不断，现场群众也看得入迷。“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感觉很有
意思，形式和语言也十分接地气，让我们了
解六中全会的相关内容。”石垟巷村村民饶
素军说，“从寓教于乐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了
海溪的美好变化,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

我们的关爱,现在的农村生活越来越好
了”。

施观彬是演出活动的“导演”，作为
国家非遗项目海溪鱼灯的传承人，他一
直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鱼灯文化。“每年到
了年底我们鱼灯队都会开展表演，这次
恰逢六中全会召开了，我就想着正好排
练一台节目，让乡亲们坐在一起既能观
看节目，感受到非遗文化，又能了解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施观彬说，作为一名
党员，自己有义务宣讲好全会精神，这次
的创新成果能够得到老百姓们的掌声支
持，感到非常荣幸。

当天，宣讲队还走到村里的街头巷
尾，敲锣打鼓传播六中全会“好声音”。

“之前我们学习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通
过媒体和学习会，鱼灯表演、土味小品、
快板这种表现形式更接地气，也更适合
年轻人和老年人。”海溪乡组织委员陈玲
玲表示，接下来将一如既往地学习好、宣
传好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通过创新表
达方式，搭建理论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用
文艺方式传播全会精神，推动理论宣讲
时代化、大众化，打通理论宣传宣讲“最
后一公里”，力求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同时，汲
取全会精神力量，迅速推进粉干乡愁产
业园、东坑水库、渔灯展示馆等工程项
目，让全会精神为海溪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乡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青田海溪：组建非遗宣讲队 宣传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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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舒旭影

林 伟

野生锥栗野生锥栗
成为成为庆元东部山村留守老人的“致富果”

“百山祖锥栗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了，
你们去收购的时候要多引导农户把锥栗
林管理好，只有这样收益才会更高⋯⋯”
连日来，庆元万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灯
火通明，负责人李成武对一批又一批前来
送货的锥栗收购商不断地说。

“我们村早在 2003 年就开始种植锥
栗，现在总共有 800 多亩，以留守老人种
植和管理为主。”百山祖镇兰泥村村委会
副主任吴绍仁说，他长期在外地务工，去
年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后，就把心安在了村
里，想在农村创业，同时为留守老人们做
点事。他现在专门负责百山祖镇黄水、合
湖以及兰泥等村的锥栗收购。

吴绍仁告诉记者，锥栗是很多留守老
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兰泥村，种得好的
一年收入能有四五万元。而在黄水村，年
收入 10 万元以上就有 10 多户，锥栗成为
留守老人的“致富果”。

“现在是锥栗的成熟期，从下午 4 点
开始，到凌晨两三点，陆陆续续都有收购
商前来收货。”李成武介绍，公司收购是按
质评价的，个头大、早熟的，最高价每公斤
23 元；中熟、个头大的 18 元左右；个头小

的，则在 10元至 14元间。因此，公司长期
以来都在呼吁种植户精心管护，把锥栗当
成水果去种。

在五大堡乡杨楼村前往锥栗山的路
上，记者看到，水泥地上、锥栗林里落满了
锥栗，坚硬的果壳裂开一道口子，锥栗落
落大方地露出了它褐色的身体，时不时还
能听到锥栗从树上掉落的声音，而树上一
颗颗饱满的锥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
亮，散发着丰收的气息。

据了解，杨楼村已有五六十年的锥栗
规模化种植经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
植，目前共有锥栗林 4000亩。

“现在收购价格还是比较可观的，每
天都能给我带来上百元的收入。”种植户
尹瑞英告诉记者，收购商基本都是下午 3
点左右到村里收购，所以她一般都在早上
去山上捡锥栗。

在杨楼，大部分种植户选择将锥栗直
接卖给收购商，但也有部分农户通过自身
积累客源，直接将自家锥栗进行包装售
卖。

“我家最老的锥栗树已经有 50 多年
了，多年下来，积累了很多老顾客，每到锥

栗成熟，客人就会打电话来预订。”种植户
吴创举告诉记者，他家种植了 7亩左右的
锥栗，每年有 1万元左右的收益。

锥栗果实呈锥形，果皮红褐色，外形
美观，果肉酥脆可口，糯而香甜，其营养成
分和风味均优于板栗。锥栗蛋白质含量
在 7.6%以上、脂肪含量在 2.0%以下、水溶
性总糖含量在 13.1%以上，含有人体需要
的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丰富、健
胃补肾。庆元百姓习惯用锥栗粉代米给
儿童食用，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木本粮食。

锥栗在庆元县的栽培历史始于清代，
被农民称为“铁杆庄稼”，是生态型的经济
林树种。庆元山区盛产野生锥栗，长期以
来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产量低而不稳定。
20 世纪 90 年代初，庆元与中国林科院亚
林所合作，经 10多年的研究实验，选育出
5 个锥栗优良新品种，建新品种示范基
地，利用野生锥栗进行高位嫁接，大力推
广无公害栽培管理。

目前，庆元全县共有锥栗（板栗）3 万
余亩。近年来，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锥
栗愈发受到市场青睐，每年都可为种植户
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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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练玉萍

庆元东部山
区盛产野生锥栗，
庆元与中国林科
院亚林所合作，选
育出5个锥栗优良
新品种，目前，庆元
全县共有锥栗（板
栗）3万余亩，锥栗
成为留守老人的

“致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