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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
提 出 ，要 全
面 推 进“ 两
个 先 行 ”。
我 生 于 大
山 ，长 于 大
山 ，工 作 在
大 山 ，更 要
感 恩 奋 进 、
勇 扛 使 命 ，
当好共富先
行 的 实 干
家。

景宁畲族自治县九龙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钟文景

俯身勇扛共同富裕先行使命

九龙乡位于景宁畲族自
治 县 东 北 部 ，是 库 区 移 民 乡
镇，这里有诗情画意的千峡湖
风光，也有雄壮伟岸的九龙山
景观。2021 年 8 月，我从丽水
经济开发区景宁民族工业园
转岗到九龙乡任职，到任后我
第一时间调研本地资源、产业
等情况。如何依托山水资源，
推动库区乡镇共富先行，成了
我扎根基层的第一个考题。

在历届党委、政府的努力
下，九龙已形成了土蜂、油茶、
湖茶 、地瓜面 、笋干 、毛豆等

“一蜂两茶三特产”的产业格
局。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我
们全力招引乡贤回归创办农
特 产 品 加 工 厂 ，形 成 统 一 收
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的模式。现已建成农产
品加工厂 5 家，其中蜂蜜、地瓜
面加工厂获得 SC 认证，全乡
农产品加工年产值突破 3500
万元。

为扩大产业规模，我常态
化 走 访 生 产 一 线 问 需 解 难 。
当得知地瓜产量深受基腐病
影响时，立即对接联系省农科
院解决问题，解除了农户种植
的后顾之忧。如今，九龙地瓜
面不仅走进了上海东方卫视
的 直 播 间 ，而 且 还 走 出 了 国
门，远销欧盟。目前，全乡种
植地瓜 2000 多亩，带动农户户
均年增收 3 万余元。

产 业 要 做 大 ，销 路 是 关
键。一直以来，九龙乡农特产
品销售主要以县内熟客、回头
客为主，销路相对偏窄。针对
这一瓶颈，我充分发挥在经济
一线工作时积累的资源，大力
支持产业带头人入驻抖音、快
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与“图
哥闯世界”等拥有百万粉丝的
网红主播开展带货合作，目前
九龙蜂蜜、地瓜面系列产品已
成功进入杭州抖音电商直播
基地选品目录。2022 年，通过
80 多场直播带货，九龙农产品
销量增长 30%，网络直播助农
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走村入户时，常有妇女反
映在村里没活干、没收入。民
有所呼，要有所为。为此，根
据当地资源情况，经过多番努
力，我们引进了一家藤椅编织
厂。现在，在工厂里工作，娴
熟工人每月收入 4000 余元，一
些 70 多岁的老人也愿意来打
发时间挣点外快。留住一个
妇女，就留住了一个家庭，留
住了一方的人间烟火气，这就
是我理解的“办实每件事、赢
得万人心”。

九龙是一片干事创业的
热土，乡域内的九龙山、千峡
湖仍是等待开发利用的优质
资源。下步，我们将深入贯彻
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对标“五
大战略指引”，办实每一件事，
努力绘就共同富裕先行和现
代化先行的九龙画卷。

象溪镇、板桥
畲族乡、裕溪乡位
于松阳县东部，是
松阳县畲族人口集
聚片区，一镇两乡
成立松阳“山哈”党
建联盟，推动民族
风情发展特色核心
区建设，带动区域
共同发展。

“我们农商行授信1亿元，金融助力水
韵畲乡片区乡村振兴，在‘田园共富贷’的
基础上，利率下浮 50-100BP。”近日，在松
阳“山哈”党建联盟联席会议上，松阳农商
行董事长王旭红为一镇两乡授信。

联席会议上，象溪镇、板桥畲族乡、裕
溪乡一镇两乡成立了由科技人才、乡贤、致
富能手、治村名师为代表的“山哈”共富服
务队，他们将深入一线服务产业、服务发
展、服务社会治理，共同助力完成片区 25
个行政村增收任务。

象溪镇、板桥畲族乡、裕溪乡位于松阳
县东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产业相似、人
文相亲，是松阳县畲族人口集聚片区，占比
超全县畲族人口三分之二。

2021年 9月 29日，一镇两乡成立松阳
“山哈”党建联盟，立足组织建设、产业发

展、文化传承、资源共享、队伍联建、社会治
理等领域，推进六大工程行动，整体提升区
域党建水平，推动民族风情发展特色核心
区建设，带动区域共同发展。

“山哈”党建联盟成立后，围绕资源共
享，联合开展特色节庆活动，举办了农民丰
收节暨脐橙采摘节、农旅融合暨农副产品
展销促销会、“象溪香鱼 畲家味道”烹饪大
赛等，吸引周边游客万余人，展销及直播创
收200余万元。

“山哈”党建联盟还秉持文化是持久
且深远的力量，通过文化搭台，铺好“双
招双引”敲门砖，不断挖掘省级非遗传承
人，争创非遗项目，激活产业发展。第二
十八届“竹柳新桥”三月三畲族云歌会，
以麒上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主背景，全方
面展示板桥好山、好水、好风光，活动后

让畲寨重焕生机。板桥畲族乡大毛科村
麒上民宿经营者付爱球兴奋地说，“云歌
会播出以后，多家旅行社及侨商招商团
队前来考察调研，洽谈开发合作。原本
濒临关闭的民宿又活起来了，现在每天
基本上都有订餐，我真的想不到，不到 2
个月时间，创收了 10多万元”。

“松阳‘山哈’党建联盟，立足独特的
区位、产业、生态等优势，抱团发展，实现
山区乡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取得了良
好开端。”板桥畲族乡党委书记陈菁菁
说，“下一步，联盟将进一步优化工作机
制，凝聚新合力，充分挖掘特色农业资
源、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区域共建品牌，
提升乡村功能价值，推进创业创新，构建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新 优 势 ，绘 就 共 富 新 画
卷”。

松阳“一镇两乡”畲族片区抱团发展

■■记 者 杨 敏

通讯员 兰荣霞 夏梦琦
文/图

“按照专家提供的方案做好田间管
护，今年我们的收成将有显著提高。传承
了这么多年的‘稻田螺共生’系统，能让我
们的口袋更鼓起来。”连日来，家住云和县
崇头镇的种田大户叶利银，每天都要抽空
到自己的试验田里转转，查看水稻和田螺
的长势。

6月6日“芒种”时节，包括叶利银在内
的不少农户，抢抓农时，在稻螺养殖示范基
地里，加快水稻栽插进程。“插秧机所到之
处均匀地插下一株株秧苗，大大提高了效
率。”回想起那段时间高强度劳作的场景，
叶利银说，早在3月份，水田中就投放了田
螺苗，今年有望实现“稻螺”双丰收。

“稻螺共生”养殖模式，在崇头镇有着
上百年的历史，一直传承至今。“稻螺共
生”是把种植水稻与养殖田螺有机结合在
同一生态环境中，通过田螺在稻田中活动
及物质交换，增加水稻根部的溶氧与营养
物质吸收，促进水稻的生长，提高水稻产
量和质量；而水稻能为田螺提供一个良好
的避暑环境，从而实现稻、螺共生互惠互

利的小生态。
“稻螺共生”模式，对于山区群众来说

并不陌生，但由于缺少技术，现有的少数
稻田、田螺种植（养殖）户只是采用“人放
天养”的传统方式，在稻田中投放一些种
螺和小螺，能养出多少算多少，产量极低
甚至是没有产量。长期从事“稻螺共生”
模式创新和探索的技术人员刘伟平介绍，
传统模式的弊端集中体现在田块改造、螺
仔培育、种螺放养数量及时间、饵料生物
培养、病害防治等方面都几乎是空白，更
谈不上田螺养殖技术的规范性和成熟度。

为此，今年年初崇头镇特地邀请了浙
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前来对农户
们的“稻田养鱼、稻田养鳖”等养殖技术进
行现场指导。研究员叶雪平介绍：“稻田
养螺在多地已获得成功，是一个成熟的养
殖模式，根据崇头镇的自然条件，只要措
施得当、因地制宜，预计可以实现每亩增
加收益三四千元，取得稻螺双丰收。”

“根据测算，现在每亩水田的螺产量
能达到 300到 500公斤，可增收 1.8万元左

右。”刘伟平告诉记者。目前，崇头镇 110
亩“稻螺共生”田已完成田螺苗投放工作。

崇头镇镇域森林覆盖率 85%，千米以
上山峰 10 余座，年平均负氧离子高达每
立方厘米 3000 个，国家级珍稀动植物达
256 种 ，是 浙 江 省 避 暑 胜 地 和“ 乡 村 氧
吧”，是远近闻名的生态镇。

今年以来，崇头镇着力打造生物多样
性特色体验地，把建设全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引领区作为推动生态环境美丽蝶变的
标志性工程，建立国家级综合观测站，建
设华东生物种质资源基地，全力打造生物
多样性特色体验地。

“接下来，我们还将依托农业产业政
策，利用‘稻螺共生’模式提升粮食生产功
能区的种植效益，扶持推广高山田鱼、稻
鱼、高山稻鳖等优质、综合种养的项目，以
共生促共富。”崇头镇副镇长张红燕表示，
今年，该镇计划在叶垟村、下垟村、坑根村
试验稻螺共生模式，通过打造标准化模
式，探索致富新途径，为更多的农民提供
增收样本，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通讯员 项国锋 文/图

云和崇头镇云和崇头镇：：
““稻螺共生稻螺共生””铺就山区群众铺就山区群众““共富共富””路路

今年以来，云
和 县 崇 头 镇 着 力
打 造 生 物 多 样 性
特色体验地，利用

“稻螺共生”模式
提 升 粮 食 生 产 功
能区的种植效益，
扶 持 推 广 高 山 田
鱼 、稻鱼 、高山稻
鳖等优质、综合种
养的项目，以共生
促共富。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