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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都区丽新
畲族乡以“争当全
市民族乡镇共同
富裕领头雁”为发
展目标，以乡强村
公司为重要抓手，
打造“党建联合
体”模式、联建模
式、物业模式、产
业模式等“四大发
展模式”，持续壮
大村集体经济。

■■记 者 钟根清
通讯员 沈 长

文/图

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张左娟 文/图

龙泉市塔石
街道李山头村是
中国传统村落，
近年来，依托自
然条件、资源禀
赋和民俗文化，
采取多种建设形
式，让历史文化
遗迹“活”起来，
通过传统村落风
貌 提 升 项 目 建
设，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传统
村落。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如何
进 一 步 将
本 地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打响“红
绿城北”IP，
带 领 全 乡
群 众 一 起
奔 向 共 同
富裕，是我
到 城 北 乡
任 职 后 第
一 个 思 考
并 探 索 的
事情。

龙泉市城北乡党委书记

李文秀

一路向北

奔跑共富

2021 年 3 月，我任职城
北乡党委书记。走进城北乡
村，“城廓连村落，两山排闼，
行到源头云起处；北川接稻
畦，三县毗邻，坐看河里月生
时”，这副对联很好地展现了
城北的壮美风光。同时，城
北还是浙西南革命老区乡，
粟裕、刘英曾在这里打响了
著名的“上田战斗”，是一片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
地。

如何讲好、唱响城北红
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城
北、走进城北是我谋划的第
一步。今年 5 月，我积极对
接上级部门，策划启动了“天
下龙泉·一路向北”红色初心
之旅活动，邀请全市党员代
表来上田村，参观红色革命
展馆、品尝“忆苦思甜饭”、聆
听村里的老同志讲述上田战
斗故事，有声有色地开展党
员教育活动，仅 2 个月时间
就接待游客 8000 余人，助力
村集体经济增收 6 万余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被
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社等媒
体持续报道，成功打响“红色
城北”IP，成为龙泉党史实地
教育的“大爆点”。

面 对 共 同 富 裕 新 篇 开
局，我坚信富民关键在于产
业。目前，全乡沿 227 省道
布局了百里长廊产业集群，
共种植茄子 2000 亩、红心猕
猴桃 500 亩、野生茶 1000 亩，
养 殖 中 蜂 1600 多 箱 、生 猪
5000 余头、蛋鸡 20000 多只、
石蛙 50 多万只、小黄牛 100
余头。为了探索更多的营销
途径，我们在“引进来”的基
础上大胆实施“走出去”策
略，首次在龙泉市区举办“城
北好物”乡村漫游节，将城北
乡的特色农产品、红色连环
画推向市场，并利用外出城
北人宾馆产业优势，将优质
农特产品推向大江南北，努
力实现有城北人的地方就有

“城北好物”。
考评全局看党建，考评

党建看发展。今年，我和班
子成员一起谋划打造“有事
您说话”党建品牌，并制定

“城北红·红旗赛”赶考实施
方 案 。 在 上 季 度 的 擂 台 赛
中，14 位村党支部书记围绕
共同富裕产业谋划进行擂台
比拼，有力推动基层党组织
从被动干向主动谋转变。自

“有事您说话”党建品牌运行
以来，我们累计受理群众意
见建议 3000 余件，办结 2960
多件。比如，我们用了 3 个
月的时间，圆了 61 户东书下
山脱贫小区村民 13 年的办
证梦，进而促进了今年的大
搬快聚，实现了 10 年整村搬
迁“0”的突破。明年，我们还
要让更多偏远自然村群众搬
下来、富起来。

随 着 S227 省 道 上 垟 岙
隧道及连接线等项目的一步
步推进，城北乡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我坚信，在党
建引领下，城北人一定会在
新的征程上“一路向北、奔跑
共富”！

刚刚过去的 11月，莲都区丽新畲族乡
强村公司交出了一张靓丽成绩单：获得利
润 62.97万元，营运营利能力在全区乃至全
市名列前茅。

随着一批优质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
建成，丽新 9个村集体经济飞速发展，呈现
多类型、多渠道、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每个村经营性收入有望全部突破 15
万元大关。

丽新乡位于莲都、松阳、武义三县交
界，是“竹柳新桥”四个畲族乡镇的区域中
心。当地抢抓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衢丽铁路及东西岩站建设、宁波-
丽水“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创建等
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超常规的力
度推进村级集体经济扩量增效，奋力打造

“山水丽新·魅力畲乡”。
针对农村资产利用率不足问题，丽新

乡各村摸清资产资源底数，积极整合楼宇
商铺资源，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发展物业
租赁项目，切实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为扩大营收规模，个别村还集资购
入了新商铺，并成功向外界租赁。吾赤口
村每年可获得水阁汽车城商铺租金 10 万
元，畎岸村可获得超市租金 8.5万元。

在乡党委的指导和推动下，黄弄村党
总支与乡党委、驻地企业成立党建联合体

（企地实践站），通过党建联合体，与浙江交
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签订村企合作开发协
议书，达成村级生态资源租赁使用、村集体
物业服务、协助政策处理等多个合作事项，
合计年均获得经营性收入35万元。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丽新
乡联合浙江乐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
打造丽新乐成长亲子乐园项目。项目一
期包含水上运动项目、陆地亲子运动沙滩
车、帐篷、烧烤等。每年约定保底营收 30
万元，9 个村可获得保底分红 15.6 万元。
目前，二期项目正在谋划中，项目计划总
投资 1000 万元，9 个村可获得保底收益 55
万元以上。

丽新乡还谋划了一批项目风险小、收益

率高且稳定的“双增”项目。整合帮扶资金
780万元，实施东港小学联建项目，该项目经
由乡强村公司投入启程教育集团，每三年签
订资金分红协议，协定启程教育每年按各村
投资额的 8%给予分红，每年产生收益 62.4
万元。同时，还整合项目资金85万元，发展
绿洲农业项目，协定每年按各村投资额的
8%给予分红，全年产生收益6.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还持续发展壮大
茶叶主导产业，新发展茶叶种植面积 7000
余亩，产值达 3500万元。助推俞涵家庭茶
叶加工厂新建 1200平米标准化厂房，引入
先进设备，年产名优茶 1.5万公斤、香茶 15
万公斤，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创收增产。

接下来，丽新乡将继续以“组织共建、
资源共享、信息共通、文化共融、利益共
赢”为导向，依托党建联合体，深度挖掘各
村潜在优势，探索创建乡村飞地项目，将
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各村以及乡强村公
司的发展胜势，精彩描绘“一村一品一业”
共富画卷。

莲都丽新畲族乡：党建统领描绘“一村一品一业”共富画卷

龙泉李山头村龙泉李山头村：：
打造打造““宜居宜居、、宜业宜业、、宜游宜游””传统村落传统村落

“今年村中核心区 86栋传统建筑修饰
等工程完成，村边500多亩连片梯田上也种
植了油菜花，乡村旅游项目引进工作正在
落实之中。”近日，在龙泉市塔石街道李山
头观景平台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邱张培自信地向记者介绍，明年春天李山
头古村落又将被花海环抱，成为网红点。

李山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海拔 540
米，全村 361 户 1030 人，2020 年人均经济
收入 19000元。为全国文明村、森林村庄、
特色旅游村，素有“瓯江源头最美梯田，东
海明珠古色村落”之美誉。

经过弯曲的山路，记者来到四面环山
的李山头。冬日暖阳下的村落显得十分
静寂，数十幢黄墙青瓦的民居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漫步村中石头铺就的小道，古
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村落数百年，溪水村
边过，村无百丈平，梯田四时美，使李山头
成为龙泉少有的梯田特色名村。

据了解，分布在海拔 300—500米的丘
壑之间的 500亩原始连片梯田，有着 400多

年历史的罗汉松、桂花、枫香、杉、栗等古
树名木，是李山头特有的自然风光。而元
末明初开国大将胡深曾于李山头村青龙
岭上扎寨练兵，胡深传说被列为丽水市级
非遗保护项目，始建于明朝重建于大清同
治年间的禹王庙，至今保留着一年一次的

“做炤”仪式，成为省非遗普查十大新发现
20个候选项目之一，丽水市级非遗保护项
目——菇民防身术，丽水市级非遗保护项
目——龙泉山歌等人文特色更引以为豪。

近年来，李山头村依托自然条件、资
源禀赋和民俗文化，突出地域特色，编制
完成《龙泉市塔石街道李山头村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规划》，采取多种建设形式，让历
史文化遗迹“活”起来，通过传统村落风貌
提升项目建设，进一步保护传统建筑和改
善人居环境。目前，已投入数百万元，维
修禹王庙木结构、重铺瓦片、地面铺装、外
墙修复。对村内核心区 86 栋传统风貌建
筑进行外墙、屋顶及村内古道进行修复。
全村共拆除违建项目 1100多平米，拆除影

响村容村貌且无历史保护价值的破旧房
200 多平方米。为 8 户困难家庭危房进行
改 建 、新 建 ，消 除 困 难 群 众 住 房 安 全 隐
患。同时，整治村内河道清淤、局部修复，
新增和改造垃圾收集点，提升改造污水管
网局部；新建饮用水过滤池 2 个及配套管
网建设；新建 3A 景区标准化公厕 2 座、改
造 1座。

为了传统村落风貌提升工作形成长
效、规范、科学的管理机制，李山头村两委
利用横幅、板报、广播、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走村入户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宣传，增
强村民的环保意识和文明意识，制定和完
善有关传统村落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日
常管理和经常性维护，严把整治质量关。
日前，李山头村顺利通过了传统村落风貌
提升工作验收。

如今,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人居环境优美、生活方式悠闲的
李山头古村落正成为“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山水田园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