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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
同 富 裕 ，要
精 准 谋 划 。
现 在 ，仙 渡
的共富蓝图
正 徐 徐 展
开 ，我 将 继
续坚毅笃行

“ 丽 水 之
干”，加快推
进革命老区
乡 振 兴 发
展。

莲都区仙渡乡党委书记

胡春杰

振兴老区的专

﹃
薯
﹄
定制

万亩桃园、千亩茶岭、仙
里 马 灯 、芦 村 吹 打 、梅 田 古
道、红色记忆⋯⋯仙渡是被誉
为“神仙度假”的地方，也是
一片富有革命精神的红色热
土。

2021 年 9 月，我在仙渡转
岗 任 职 党 委 书 记 。 同 年 10
月，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工作在仙渡全
面铺开，原本种植桃子的农
田需进行“非粮化”整治，一
边是群众的钱袋子，一边是
事关生计的米袋子，如何找
到富农和护田双赢发展的新
路子，成为我任职后一个必
须解决的大问题。

借力三级干部大走访活
动，我组织干部常态化“组团
下访”找症结、谋出路。期间
我了解到乡强村公司入股与
中电海康集团开展的“山海
协作”项目——皂树淀粉加工
厂项目，生产的淀粉、粉丝、
薯片等产品销路顺畅，但面
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

在充分市场调研和乡村
干部商议后，我果断决定在
仙渡乡推广种植甘薯，并谋
划了系列发展项目。通过本
地乡贤引荐，我主动与国家
级薯类专家学者对接，邀请
他们到仙渡考察授课，对甘
薯产业给予指导，并谋划了
甘薯“苗立方”育种中心建设
项目。

针对农户种植意愿不高、
担 心 收 益 得 不 到 保 障 等 顾
虑，我们出台了补助政策，鼓
励农户和村集体流转“非粮
化”土地来种植甘薯，并大力
实施“双招双引”，成功引进
一家生产甘薯产品的农业企
业，使仙渡甘薯有了销路保
障，农户的积极性随之调动
起来。

在产业后端，我们通过申
请上级补助、引入第三方合
作等方式，筹集资金 1600 万
元，用于建设甘薯“联合国”、
甘薯吉尼斯馆、生命绿塔、甘
薯主题公园等项目，构建“苗
种产学研游”一体的甘薯全
产业链，帮助仙渡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增加收入。

得益于科学的项目谋划，
2022 年 2 月，仙渡乡成功申报
了莲都区唯一的省级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涵
盖 红 旅 融 合 乡 村 休 闲 带 建
设、仙桃园迭代振兴、甘薯现
代产业园提升和人居环境改
造提升等四大工程，落地后
将进一步带动富民壮村。

以产业富农带动老区全
面振兴，专“薯”于仙渡的共
富 蓝 图 正 徐 徐 展 开 。 下 一
步，我们将以市第五次党代
会精神为指引，带领仙渡的
党员群众携手阔步于新的共
富征程，让群众生活芝麻开
花节节高。

自 2003 年科
技特派员制度实
施以来，青田县先
后有省级 275 人
次、市级63人次、
县级 51 人次科技
特派员入驻各乡
镇（街道）。其中，
省农科院先后派
驻 30 余位科技特
派员长期服务在
基层一线，让农民
在家门口学技术，
让高科技“飞”到
山村乡野，与田间
地头“无缝对接”。

“老程”，是青田县仁宫乡农户对程岩
兴最亲切的称呼。2003 年 4 月 8 日，浙江
省首批 101 名科技特派员奔赴全省最不
发达的 100 个乡镇，程岩兴便是其中之
一。19 年来，他帮助仁宫乡“小而散”的
养殖户走出了一条重生之路。一批又一
批“农二代”追梦在乡野，深耕“仁宫峡”本
土品牌，把各种特色水果种得风生水起。

在青田乡村，像“老程”这样的科技
“及时雨”随处可见。

“油菜出现大面积花斑，怎么处理？”
“猕猴桃贮运保鲜需要注意什么？”“小麦
出现沤根、烧苗，怎么办？”“百合、贝母的
管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连日
来，在万山乡、小舟山乡、舒桥乡、腊口镇
等地，省科技特派员围绕柑橘、中药材、蔬
菜等主导产业，手把手培训、面对面指导，
将农业实用科技服务“及时雨”送到农民
的“一亩三分地”里。

近年来，青田县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
制度，把科技特派员纳入全县人才规划，
出台《青田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累计
对科技特派员发放科技创业投资引导资
金、科技人才创业创新专项资金 437.25万
元。在全省率先探索实行终身科技特派
员制度、省市级科技特派员享受青田县高
层次人才政府岗位津贴制度，聘任浙江省
农科院包崇来研究员为青田县首位终身
科技特派员。

传授农民技能

多年来，包崇来、程岩兴、胡张华等科

技特派员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自身
的专业特长，充分发挥学术专长和团队优
势，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
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工作，
掀起一轮科技培训的热潮，提高了广大农
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为产业的提
升做强提供了技术保障。

2019年 10月底科技厅发文新一轮团
队科技特派员有两个省级团队派驻青田
县，油茶和茶叶（沈国新团队）、中药材（陶
正明团队）。团队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两
年以来，为青田县的油茶产业、中药材产
业注入了团队的科技力量

去年，和省农科院合作成立的科技首
席专家工作室分别在章村乡和三溪口街
道召开农业技术培训班 4 期，涉及蔬菜、
水果、食品加工、水产等几个领域，培训农
户 300人次以上，并积极开展专家一对一
传帮教活动，并组织专家连续性培养，帮
助农业人才提升专业技能。

领着农民干

科技特派员们带着满腔热情，撸起袖
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通过科技特派员
服务站、博士工作站等平台，聚焦具体产
业提升服务精准度，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
的优化。

去年，章村乡科技特派员服务站围绕
蔬菜、旱粮开展精准对接服务，建立茄子
嫁接栽培、玉米优质栽培示范基地 200亩
次，促进章村精品示范基地建设；三溪口
街道博士工作站围绕食品加工产业，重点

聚焦当地企业杨梅加工技术问题，开展对
接服务，为当地企业杨梅深加工产品提供
技术支持。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全县水果、
食用菌、高山蔬菜、茶叶、药材、特色养殖
业等产业形成了争相发展的良好势头，一
大批的养殖能手和种养专业大户也应运
而生。

带着农民赚

农民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农民
增 收 始 终 是“ 三 农 ”工 作 的 中 心 任 务 。
2021年以来，各级科技特派员共实施各类
科技项目近 55项，引进种养新品种 68个、
推广新技术 76项。

在省农科院派出的科技特派员张鹏
博士的建议下，章村乡新民村将原本水
稻—茄子作物轮种模式升级为水稻—茄
子—槟榔芋三作物轮种模式，并从福建引
进了槟榔芋，之后又从新民村流转土地
31亩、购买芋种 9000多斤，村集体以土地
入股，农户以劳动力入股负责种植。新民
村的槟榔芋口碑载道、销量稳步攀升，种
植槟榔芋不仅解决了土地荒置的问题，还
为村民带来了广阔“钱”景。

面对万山乡梅雨季覆盆子晾晒难的
问题，省科技特派员夏其乐设计组装了一
条烘干加工线，确保药用覆盆子的产量和
质量，稳定了农户收益。每逢覆盆子采摘
期，企业与合作社会雇请数十名村民采
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和增收。

科技特派员：让“科技之花”绽放青田乡村田野

■■记 者 叶 江
通讯员 舒旭影

蜜蜂出户樱桃发，桑葚连村布谷啼。
“桑葚丰收系列活动期间，吸引了 7000 余
人前来体验桑葚采摘、亲子研学游乐等活
动。”日前，在松阴溪畔的桑葚采摘现场，
松阳县古市镇十五里村党支部书记谢挺
华介绍，通过主播入驻桑葚采摘园、青年
集市、直播带货等形式，吸引众多游客来
游玩，直接助力村集体增收 7万余元。

十五里村位于松古平原腹地，因距旧
县城古市约十五里而得名，现有农户 375
户，人口 974 人。村民素有在田边地头栽
桑和养蚕自缫土丝的习惯。规模化发展
始于 1975 年，桑蚕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
那时松阴溪畔 160 余亩溪滩地种满桑树，
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种桑、养蚕行业。
1985 年开始，蚕茧市场疲软，茶叶逐渐替
代桑蚕业成为十五里村新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十五里村根据自然环境，着
力发展乡村农文旅产业，收集各家留存的
蚕茧老物件，筹建了十五里古桑馆，引进
4 个桑叶新品种，在溪滩地上种植 100 余
亩桑树，同时配套建成了亲子种植园、卡
丁车、游船、天幕、小火车、户外烧烤等项

目，连续三年举办桑葚采摘节，打响十五
里乐成长蚕桑研学亲子游基地知名度。
据了解，基地去年共接待游客 3 万人次，
村集体增加收入 30余万元。

今年，古市镇以“夏日灵境，与Qing同
行”为主题，举办“丽水市二十四节气暨古
市党群助力桑葚丰收系列活动”，以农业
搭台、文旅唱戏、党群助力的模式，在十五
里蚕桑研学中心设立基地，通过村校、村
企战略合作，开发蚕桑研学线路，带动桑
葚农副产品销售，助力村集体农文旅产业
升级。

“这里的桑葚果实甜美，白、黑、红各
种果实都有，好看又好吃。”一边采摘一边
品尝的游客陈媚高兴地说，基地还有卡丁
车、烧烤、草地等设施，可以带家人朋友来
玩一天。

“与乡亲同行”是这次党群助力桑葚
丰收系列活动的主题之一，活动现场举行
了“田园共富讲堂”授牌仪式。古市镇组
织委员叶君红介绍：“我们希望通过现场
教学基地的建设，将一些有益的探索经验
分享给更多基层的党员干部，拓宽大家谋

划村集体发展的思路，发挥农文旅产业优
势，推进‘农业+文化+旅游’循环发展，厚
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携手走好共富
路。”

恰逢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特别增加
了“与青年同行”主题，根据青年人的特
点，开展青年集市、小青松 TED 演讲等活
动，发挥青年人特点，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请主播入驻桑葚采摘园，现场直播桑葚园
真实情况，帮助桑农销售桑葚，扩大影响
力。古市镇党委副书记舒畅表示，在做好
古镇文化发展传承的同时，关注“青文化”
的植入，将符合年轻人的新事物、新文艺、
新业态注入进去，对古市进行升级改造，
促进古文化与青文化相互融合，摩擦出新
的火花，为古朴的古市披上时尚外衣。

古市镇有 1800 年发展历史，是“松阳
之始、处州之根”，目前，古市镇古镇老街、
城头街古建筑、熊顿漫画馆、乐成长亲子
游基地、山下阳古村落、鲵好户外体验基
地等不断完善，形成了“食、游、购、娱、体、
展、演”等在内的 15分钟农文旅圈发展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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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毛进义

松阳十五里村松阳十五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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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松阳县
古市镇举办“丽水
市 二 十 四 节 气 暨
古 市 党 群 助 力 桑
葚 丰 收 系 列 活
动”，通过主播入
驻桑葚采摘园、青
年集市、直播带货
等形式，带动桑葚
农副产品销售，助
力 村 集 体 农 文 旅
产业升级。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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