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三

● 当 思 维
和 行 动 能 够
高度统一时，
脚 下 的 路 才
会 越 走 越
宽 。 一 个 人
是，一个集体
也 是 。 无 论
是 项 目 的 集
中投建，还是
各 村 的 蓄 势
谋划，今天的
东渡南城，每
一 寸 土 地 都
在 共 同 书 写
一个词：未来
可期！

缙云县东渡镇党委书记

朱剑

在每一寸土地上书写

﹃
未来可期

﹄

作为缙云县的城南门户，东
渡北接县城，南连市区，章溪、好
溪交汇于此，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赋予其无限可能。

2021 年 2 月，我调任东渡镇党
委书记。如何抓住缙云县新城、
老城、高铁新城、东渡南城“四城
联动”的发展机遇，推进镇村共同
富裕，让“城南”到“南城”的图景
加快落地，是我到任后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构建产城景村融合发展的高
质量发展格局，关键要找准突破
口。在与班子成员集体商讨后，
我们推出了“农村闲散资源统一
流转试点年”“洁美乡村扩面提质
年”和每周三“四进农村”行动，同
时发动党员、村民代表、乡贤等力
量，摸清各村家底。通过一次次
的下沉调研和走访引导，收集梳
理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资源
清单与难点问题。

推进发展必须直面问题。我
常常在想，每个村都有天然劣势
和潜在优势，如何让他们从“扬长
避短”到“取长补短”，从“各美其
美”到“美美与共”，从而实现共同
富裕呢？位于雅村的东渡农贸集
散中心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我
们将雅村原来的一片闲置荒地改
造为镇区集市，由雅村提供土地
资源，其他 4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通
过资金入股，依托强村公司平台
参与集贸中心的收益分配，仅半
年时间，4个村租金收益就有20余
万元。

如果说集贸市场的建设给了
我信心，那兆岸村的变化则给了
我决心。兆岸村临近 330 国道，交
通条件优越，周边有多个新开发
的旅游景点，是缙云县南城“后花
园”。当我提出以兆岸村为核心，
辐射带动周边村共同发展的思
路，并鼓励兆岸村向省里争取乡
村振兴重点帮促村项目时，村两
委因为担心资金问题很是犹豫。
我鼓励他们干字当头，迎难而上，
并多次邀请县自然资源、农业、交
通、发改等部门的同志来兆岸村
调研，为其做美丽乡村规划设计，
同时组织村干部外出考察开阔眼
界，到本地陇东、联丰等村现场取
经。很快，兆岸村找到了发展的
突破口：整合农村闲散资源，服务
乡村发展。兆岸村在党总支的带
领下，修复了 200 亩滩涂，整出 300
余亩农村闲散土地，盘活闲置农
房 40 多 间 ，拆 后 可 利 用 土 地 达
2000 多平方米，为村庄后续发展
腾出了空间。

通过群策群力，兆岸村成功申
报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项目，
计划总投资 2350 万元打造省级未
来乡村试点村。现在，兆岸云台山
景区二期工程、户外运动基地等项
目正在谋划建设中，兆岸的未来乡
村将被赋予更多内涵。

一个个案例不仅让各村看到
了发展的希望，也让我感受到了
发展的无限潜力。雅村村盘活村
内闲置空地，发动村民种植多肉
植物，实现“惊艳出圈”，为花香南
城又添一景。小仙都村流转闲置
土地，打造“荷花池”“可食地景”
节点，往农业景观上发展。白龙
岗村以“乡贤资金回流+本地资源
流转”的方式谋划“乡贤驿站”，吸
引乡贤回乡兴业。

遂昌县黄沙
腰镇胡有恩家庭
农场是浙江省最
大的黄粉虫生产
单位，黄粉虫养
殖，降低了当地
石 蛙 的 饲 养 成
本，还成为黄沙
腰镇乡村一个新
产业和农民增收
的“黄金虫”。

“今年我们养了 13000 来盒，卖了 10
万多斤。打算明年再多养一点，多雇一
两个工人，养到 12 万斤左右，争取更好
效益。”日前，遂昌县黄沙腰镇养殖户胡
有恩表示，他养殖的黄粉虫不仅解决了
本地养殖户需求，还远销外省。

据了解，黄粉虫别名叫面包虫，不仅
可以喂养石蛙，还可以制成宠物口粮，家
禽、水产等饲料，市场前景广阔，需求量
非常大，相对于其他养殖既省心又干净
卫生，而且投入少、周期短、风险低，能够
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遂 昌 县 是 我 省 棘 胸 蛙 养 殖 业 主 最
多、成品蛙养殖量最大的县。近年来，作
为棘胸蛙最优质活饵的黄粉虫需求量逐
年增加，2021年达到 350吨左右。

胡有恩的养殖基地位于“九龙山”，
沟壑纵横，泉水潺潺，自古以来盛产石
蛙 。 作 为 遂 昌 县 第 一 家 专 业 石 蛙 养 殖
场，他们坚持走本土化的路子，利用本地

野 生 石 蛙 驯 化 繁 殖 发 展 石 蛙 产 业 。 目
前，已掌握整套成熟的养殖技术，拥有标
准化养殖池 122 个，仿生态大型养殖池
13 个，养殖面积达 6000 多平方米，形成
一定的养殖规模和经济效益。

随着石蛙养殖规模扩大，石蛙饲养
原料黄粉虫，需求量增大。胡有恩介绍，
黄粉虫长期以来都是从山东等地采购，
路途遥远，遇上高温季节，虫子死亡率
高，损失大，生产成本非常高。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胡有恩开始研究黄粉虫养殖
技术。上网学习、请教专业人士、现场考
察，胡有恩慢慢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精
心照料，第一批黄粉虫养殖成功。

在逐渐掌握养殖技术后，胡有恩黄
粉虫养殖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建有 2 个
黄粉虫专业养殖场。走进厂房内，笔者
看到数千件木箱子整齐排列着，箱子内，
密密麻麻的金色小虫翻爬不停，工人正
在用特制的筛盘筛选出成虫，成千上万

条“黄金虫”拥作一团。胡有恩介绍，黄
粉虫养殖成功，降低了石蛙的饲养成本，
保证了原料的鲜活度和品质，还成为黄
沙腰镇乡村一个新产业。

目前，胡有恩家庭农场已成为浙江
省最大的黄粉虫生产单位。胡有恩通过
养殖黄粉虫，不仅解决了自身石蛙养殖
的需求，同时供应给周边的石蛙养殖户，
降 低 他 们 的 养 殖 成 本 ，还 销 往 福 建 等
地。“一斤黄粉虫可以增收七八元，家庭
农场一年可以生产 50-60吨，是一笔非常
可观的收入。”

如今，黄沙腰镇已经形成 26 户棘胸
蛙专业养殖群体，棘胸蛙总产量 75 吨左
右，总产值达 1100万元，本地黄粉虫养殖
业的应运而生，提高了本地养殖户的自
给率和经济效益，发展壮大了棘胸蛙的
养殖产业，小小黄粉虫，成为了黄沙腰镇
乡村农民增收的“黄金虫”。

遂昌黄沙腰：黄粉虫变身“黄金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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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淤上庆元淤上：：
““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助力乡村增收助力乡村增收

连日来，在庆元县淤上乡山根村黄泥
弄方格食用菌基地里，30余亩灰树花迎来
采收季。工人们忙于采摘、装筐，运往公
司，作为灰树花胶囊产品的原材料。乡党
委书记叶昌平介绍，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
司 80 亩标准化、规模化灵芝、灰树花、香
菇等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年为山根村和长
砻村集体经济增收 12万元、6.6万元，助力
了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

淤上乡有 9个行政村，之前各村集体
经济收入都以政府补助性收入为主，自主
经营性收入几乎没有。近年来，该乡结合
实际情况，创新提出“大手拉小手”村级集
体经济巩固提升联盟和“化债九法”，个性
化组合定制飞地抱团联营、农旅结合发展、
山海协作援建、强村公司建设、光伏发电等
多种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项目，不断增
强自身造血功能，壮大村集体经济。

小村庄建设创业园

淤上乡有 7 个村集体要实现经营性
收入达到 10万元以上的任务，时间紧，任
务重，压力大。为此，乡、村两级班子多次
召开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研讨会、乡贤
座谈会，集思广益，项目论证，效益分析，
最终确定淤上、坑口、外童、塘根等 4个村
按 照“ 抱 团 取 暖 ”的 思 路 进 行“ 打 包 发

展”。在坑口村建设竹材分解点，征地 108
亩，由乡强村公司统一经营，投资建造标
准厂房，以“市场化运营，公司化管理”的
模式，目前项目已开工建设并完成招商，
建成后预计村集体每年可增收 20 余万
元。

村企合作发展食用菌产业

淤上乡是传统的农业大乡，近年来，
淤上乡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先后高标准建设了石坝、蒲潭等多
个移民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每年为 7
个移民村村集体增收注入活水，增加造血
功能。

2018年，庆元县食用菌一二三产业融
合提升试点项目在淤上启动，投资 2310.7
万元建设食用菌生产观光园、康养中心、
食用菌烘干中心、真菌科普教育基地和产
品展示厅，开展食用菌菌棒生产基地提
升，食用菌深加工提升等，成为“食用菌生
产+产品加工+观光旅游+科普教育”四合
一农业综合体。该项目的实施每年为山
根村村集体经济增收 12万元。

2020 年，淤上乡创新提出以“大手牵
小手”打造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联盟，
在山根村黄泥弄方格食用菌基地进行提
升建设第二期，每年为长砻村村集体经济

增收 6.6万元。

光伏发电成“源头活水”

“我们村没资源无收入，发展受限，屋
顶光伏项目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成为我们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汪源头活水。”淤上村
党支部书记范海平兴奋地说。去年以来，
淤上、蒲潭等村利用村庄阳光充足优势，在
村委会屋顶实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淤上
村整合长兴县结对项目扶持资金 30 余万
元，建成淤上村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为村集
体增收近 2万元。蒲潭村、外童村整合扶
持资金近 35 万元，建成联建光伏发电项
目，每年分别为两村村集体增收 1.2 万余
元；山根村整合少数民族村资金 15万元，
在村委会楼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1万余元。光伏发电项目打通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在小
村庄里铺起了一条增收之路。

目前，全乡 9 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
达到 131.3 万元，其中 5 个村经营性收入
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的村有 2个。叶
昌平说，随着项目不断实施，村民和村集
体的钱袋子慢慢丰满了起来，一幅田园风
光秀美，产业发展快速，村民生活安逸的
乡村画卷正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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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柳廷玉

庆元县淤上
乡创新提出“大手
拉小手”村级集体
经济巩固提升联
盟和“化债九法”，
不断增强自身造
血功能，壮大村集
体经济，目前，全乡
9 个行政村，经营
性收入达到131.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