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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
绿 色 、古 色
是雅溪的特
色。我将坚
毅 笃 行“ 丽
水之干”，立
足雅溪特色
推动跨越式
高 质 量 发
展 ，努 力 探
索出一条因
地 制 宜 的

“红+绿+古”
三色“共富”
新路。

莲都区雅溪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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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雅溪工作前后有十
余个年头，对这里的山水感情
深厚。雅溪镇的角角落落都
有我走过的足迹，每个村有多
少户、多少人、多少名党员，经
济发展有什么特色、存在什么
短板我都耳熟能详。

2021 年 8 月，我担任雅溪
镇党委书记。如何坚持党建
引 领 ，带 领 雅 溪 镇 坚 毅 笃 行

“丽水之干”，走出一条因地制
宜的“共富”之路，成为我的工
作重心。

作为省级红色美丽村庄
和浙西南革命老区，红色是雅
溪镇最鲜明的底色。为此，我
们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
精神，以岱后村为基地，成立
红色研学联盟，通过开展“循
古迹·忆初心”“初心夏令营”
等活动，红色实训基地单季接
待学员超 3000 人次，为村集体
增收 10 余万元。

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必须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绿水
青 山 与 共 同 富 裕 相 得 益 彰 。
我们坚持以“做优一朵菇、做
活一条鱼、做香一碗茶”为载
体，着力打造“古道香菇”“雅
溪溪鱼”“北乡贡茶”“库川茶
油 ”等 雅 溪 古 村 落 产 业 金 名
片，推出“雅溪有礼”农副产品
礼包，组建跨村“产业联盟”进
行抱团销售。同时，我牵头促
成里东村与荆山牧业有限公
司签订种猪繁殖场项目，将全
镇 19 个村进行合资入股，总投
资达 3.5 亿元，不仅为附近村
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还进
一步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预
计项目正式落地后，每年村集
体可累计分红 40 余万元。

深厚的古村落底蕴是雅
溪宝贵的资源禀赋。为进一
步做强古色经济，我们致力于
盘活库川村、西溪村等千年古
村的文化资源。在前期大量
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决定
规划实施以稽勾古道陈列馆
及古村落修缮为主体的“古韵
雅溪”有机开发和保护项目，
总投资额超 700 万元。待项目
完工后，雅溪特色文旅观光带
将应运而生。

“共富”路上，人才是最大
资 源 ，也 是 最 大 变 量 。 走 好

“三色”共富路的同时，我们也
注重持续激发人才的智慧和
力量。我牵头成立镇级“乡土
人才孵化基地”，针对后发力
强、发展思路活的村干部进行

“挂职孵化”，目前 2 名优秀的
95 后、90 后头雁已被纳入“金
头雁领航计划”。

事在人为，干才有助。我
们 将 继 续 坚 毅 笃 行“ 丽 水 之
干”，挥好“三色”之笔，写好共
富文章，为建设共同富裕美好
社会山区样板增添雅溪魅力
色彩。

日 前 ，云
和县崇头镇梯
田附近村庄的
村民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
民俗活动——

“ 梯 田 祥 龙 ”，
为新年农事祈
福，祈盼丰收。

“今晚的梯田祥龙真是雄壮，龙头更
是威风凛凛，山野之中流动的祥龙，美不
胜收。”听到游客的称赞声，人群中 74 岁
的张启天倍感自豪。日前，云和县崇头镇
梯田附近村庄的村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民俗活动——“梯田祥龙”，为新年农
事祈福，祈盼丰收。

“梯田祥龙”共有 118节，每节长近两
米 ，加 上 龙 首 与 龙 尾 ，总 长 度 有 200 多
米。夜幕降临，在腰鼓队和仪仗队的引导
下，“梯田祥龙”在梯田脚下的乡村穿街走
巷交织巡游，竹篾扎制的龙头、龙肚、龙尾
造型威风，龙鳞、云钩等图案栩栩如生，两
米多高的龙头头角峥嵘、长髯飘飘，形象
威猛。

云和板龙历史悠久，龙形制作工序考
究，更强调龙的精气神，糅合书法、绘画、
剪纸等民间艺术和扎制编糊工艺于一体，
线条流畅锐利，夸张的造型及纹饰，体现

了南方龙灯的华美与庄重，达到质朴和灵
动的统一。“扎龙主要是靠眼睛看比例，每
个地方大小都有讲究。扎龙身的竹篾分
匀看起来就饱满⋯⋯”今年 74 岁的张启
天是云和有名的老艺人，有着 40 多年的
板龙制作经验，“梯田祥龙”就是出自他
手。

张启天介绍，龙头对于整条板龙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制作难度最大
的，龙头制作要经过锯、捆、扎、糊纸、画画
等 20多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到位，
这样做出来的龙头工艺效果好、观赏价值
高。“制作龙头需要 10条约 8米长的主篾，
这些主篾必须一气呵成扎好，一旦中间折
断就前功尽弃了。”张启天说，扎好板龙的
外形后，紧接着就是糊纸，这道工序也直
接关系着后期绘画的美观。板龙的颜色
需要整体统一，主要由红色、蓝色、金黄色
和绿色等几种构成，颜色既不能太深也不

能太浅。每一次上色之前，他都要在白纸
上进行调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因为技艺精湛，40 多年来，张启天几
乎每年春节都会受邀制作云和板龙。“大
家都喜欢龙灯。龙是吉祥物，寓意风调雨
顺，能给人民带来安详。”张启天说，随着
社会的发展，带有龙图腾信仰的云和板龙
被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体现了广大群众
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精神，他也希望扎
龙工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今年是云和梯田创建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的关键年，村民们借祥龙迎福活
动期盼 5A 顺利创建成功。‘梯田祥龙’祈
福活动也是我们众多民俗活动之一，这
条‘梯田祥龙’将盘踞在一级游客接待中
心内进行静态展示，为游客和群众新增
一处打卡点的同时，也增添一种云和民
俗文化元素。”崇头镇宣传委员陈雅璐表
示。

云和崇头：梯田祥龙闹春耕

■■通讯员 俞海友

春意盎然，茶香四溢。连日来，松阳
县新兴镇的万亩茶园新芽渐露，绿意醉
人。由于疫情影响，外地采茶工短缺，茶
农们愁着茶叶无人采摘，错失新茶良机。
为帮助茶农排忧解难，新兴镇“茶香帮忙
团”及时吹起集结号，一个个穿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点缀在无数茶园青绿中，成
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今年春茶开采以来，新兴镇“茶香帮
忙团”已开展志愿采茶 80 余人次，涉及 6
个行政村 20 余户茶农，志愿服务上安茶
青市场 110余人次。

新 兴 镇 是 浙 江 省 第 二 批 特 色 小 镇
——茶香小镇的主要建设地，全镇拥有茶
园面积 2.3 万亩，平均年产量 3000 余吨茶
叶，茶产业产值达 8.7 亿元。全镇 70%的
农民从事茶产业，80%的农民收入来自茶
产业，90%的农业产值来源于茶产业，同
时每年辐射带动 15000 余名外来采茶工
增收。一片叶子成为了新兴镇茶农们致
富增收的金钥匙。

疫情反复日，正是春茶采摘时。采茶
工短缺成了今年茶农们最头疼的事情。

新兴镇下源口村茶农吴红梅，家里种了 10
余亩的乌牛早，近日天气一暖，茶青长得
快，吴红梅说靠她和丈夫两个人根本来不
及采摘。得知消息后，一群“红马甲”志愿
者就主动来到吴红梅的茶田里，帮忙采摘
茶青。“实在太感谢这帮‘红马甲’了，这是
他们第三次过来帮我采茶叶了，这批茶叶
如果不及时采，损失就大了。”吴红梅连声
道谢。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红马甲”。3
月 1 日，24 小时开业，位于新兴镇的浙西
南最大的茶青交易市场——上安茶青市
场有序开市。市场人员流动性大，市场管
理难度高，春茶初期日均人流量就达到
2000余人次，交易高峰期将达到 20000余
人次。“最近是茶青交易刚开始忙碌的时
候，市场的人流量还不算很多，到本月中
旬以后，每天会有外地的茶商过来交易，
日间人流量会攀升，疫情反复，市场的防
疫工作压力很大。”上安村党支部书记袁
启章介绍。

为了加强疫情期间的市场管理，确保
茶青交易井然有序，“茶香帮忙团”的志愿

者们齐上阵，连同上安茶青市场临时党支
部，按照排定时间分组参加上安茶青市场
卡口值守、秩序维护、安全巡逻、文明劝导
等工作。“茶香帮忙团”志愿者 8到 10人一
组，日夜轮班，24 小时均有“红马甲”在岗
在位。袁启章说：“每年春茶出产时都是
村干部最忙碌的时候，有‘茶香帮忙团’志
愿者助力，不仅为我们村干部减轻了压
力，更为茶农安全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各
地茶农都说有 24 小时开放的市场，就有
24小时服务的‘红马甲’。”

据 了 解 ，今 年 是 新 兴 镇“ 茶 香 帮 忙
团”组建成立的第 3 个年头，目前已招募
志愿者 526 名。前年疫情初起时，新兴镇
党委发出《“茶香帮忙团”招募令》，号召
全镇党员干部、团员青年、民兵、妇联、人
大代表等组织成立了“茶香帮忙团”。“穿
上志愿者的‘红马甲’，就是服务茶乡的
先锋者，我很荣幸成为镇‘茶香帮忙团’
的一员，今年春茶采摘后我已参加了 4
次志愿采茶活动，能为茶农分担一些困
难，是件高兴的事。”新兴镇“茶香帮忙
团”成员徐佩力说。

文/图
■■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徐 璐

松阳新兴松阳新兴：：
““茶香帮忙团茶香帮忙团””为茶农排忧解难为茶农排忧解难

今年春茶开
采 以 来 ，松 阳 县
新 兴 镇“ 茶 香 帮
忙 团 ”已 开 展 志
愿 采 茶 80 余 人
次 ，涉 及 6 个 行
政 村 20 余 户 茶
农 ，志 愿 服 务 上
安 茶 青 市 场 110
余 人 次 ，为 茶 农
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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