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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
提出要加快
农业农村现
代化，大力
发展高效生
态农业。樟
溪 乡 着 眼

“两个先行”，
朝着“生态
公 园 甜 美
樟溪”的乡
域现代化先
行目标奋力
奔跑！

松
阳
县
樟
溪
乡
党
委
书
记

鲍
绍
铭

在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赛
道
上
奋
力
奔
跑

庆元县隆宫
乡主动结合“多
元”产业发展，探
索 不 同 类 型 的

“ 共 富 工 坊 ”建
设，实现家门口
就业，为村集体
和村民增收 640
余万元，“工坊”
里 开 出“ 共 富
花”。

上百斤的竹筒只需几秒钟，便被分割
成了粗细均匀的竹条；120 余条竹条，经
过 60 几秒就完成捆扎，整齐地摆放在旁
边空地上，等待上游企业来提货……连日
来，在庆元县隆宫乡中村村的志龙竹制品

“共富工坊”里，30 几名工人正有条不紊
地加工中。据工坊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
是竹子砍伐的旺季，也是工坊加工的旺
季，每天都忙得连轴转。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隆宫村的洪兴
竹制品“共富工坊”里。10几名工人正飞
快组装，几十秒时间，一排竹制裤夹就完
成包装，大家如同比赛一般，你追我赶。
该工坊的产品主要售往义乌和出口国外，
实现年产值 170 万元。“我平时因家里要
烧饭和接送孩子，在工坊里上班时间相对
灵活一些，按计件结算工资，每个月平均
有 3000元左右的收入。”工坊的老员工吴
梅芳说道。

“隆宫是中国毛竹产业之乡，农民三
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毛竹，85%的人从事毛
竹及相关产业，竹制品‘共富工坊’最具代
表性，对于乡里的竹产业发展、带领群众
致富至关重要。”隆宫乡党委委员、组织
委员叶海寿说，该乡正在进一步规范和提
升竹制品加工“共富工坊”，通过星级评
比、政策扶持等举措，不断做大做强竹产
业，并探索打造一批示范型党建联盟型、
村企结对型、结对助困型、边界联动型等

“共富工坊”。
“共富工坊”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

农户。庆元县青源竹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竹筷、竹砧板等竹制用品，为带动周边年老
体弱和低收入群众增收，青源竹木与隆宫
相关工坊合作，定期将生产出来的筷子运
到工坊，由工坊负责组织村民包装，完成后
再由企业统一回收，每天参与包装的村民
均有 100元-200元不等收入。今年以来，

该企业累计带动村民增收20余万元。
“工坊”是隆宫竹产业发展的特色形

式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已形成规
模。“家家机器响、户户加工忙、人人都是
小老板”的繁荣景象就是最生动的现实写
照。近年来，该乡主动结合“多元”产业发
展，探索不同类型的“共富工坊”建设，如
莲湖村的茄子“共富工坊”、桃园村的林下
黄精“共富工坊”、小林源村的白茶“共富
工坊”、隆宫村的来料加工“共富工坊”等。

截至目前，隆宫乡的“共富工坊”实现
产值 3500余万元，帮助 420余名村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640余
万元。“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为统领，按
照各村产业发展特色，探索推进一村一特
色‘共富工坊’建设，继续深化创新，推动
共富之路走深走实，奋力将隆宫打造成浙
闽毛竹初加工第一乡。”隆宫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徐海坚表示。

庆元隆宫乡：“工坊”里开出“共富花”

■■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袁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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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时节黄桃黄。8 月 7 日上午，经
过弯曲的乡间小路，记者来到海拔 700米
的龙泉市安仁镇胜利村新岱坑自然村，绿
林清风中，见到了正在采摘装筐发运黄桃
的安和家庭农场业主项华平。他介绍，早
上刚刚采摘的 500 多公斤黄桃，是云和、
龙泉客商预订的，马上就要送去。目前，
基地黄桃已销售 7000 公斤左右，收入 11
万元。

沿着林中小道，我们走进一片散布在
香榧林中的黄桃树林，只见树上挂着好多
保护袋，随手摘下一只，撕开，金黄色的黄
桃诱人，洗净品尝，脆甜可口。项华平自
信地说：“黄桃基地海拔高，早晚温差大，
又坚持使用农家肥，黄桃自然甜度高，口
感好，得到消费者喜爱，现在供不应求，每
天都有客商提前预订。我是按单采摘，保
证新鲜。”

据了解，新岱坑自然村虽生态环境
好，但交通不便，只有 30余户农户。2012
年，整村搬迁到距离 10多公里的安仁镇，
但是，一方面，村中山地抛荒现象严重，另

一方面，部分年龄偏大的村民不能适应集
镇生活，无事可做，又缺乏赚钱门路。

2015年，曾多年担任村干部的项华平
回乡创业，从 30余户农户手里流转了 160
余亩土地。2016年，注册成立了龙泉市安
和家庭农场，请来农林专家对流转的土地
进行详细规划，发展香榧。他还聘用了一
批勤劳肯干、年龄偏大的村民，返回村里
开垦荒山，种植香榧，当年投入资金 50余
万元，建成香榧基地 167 亩。目前，香榧
已经挂果。

针对香榧生产周期长的情况，2017
年，项华平在专家的指导下，准备在香榧
林间套种黄桃。他远赴湖南省炎陵县学
习黄桃种植技术，并引进优质黄桃品种，
在 60 多亩香榧林间进行套种。今年，黄
桃进入丰产期，产量预计可达 1万公斤。

种植业成功后，2020 年 7 月，项华平
萌发了生猪养殖，建设农场生态循环的构
想。经过相关部门批复后，项华平投入 40
余万元，建起了 700 平方米的生猪养殖
场。目前，已出栏生猪 680 余头，存栏生

猪 200 余头。同时，项华平采取科学方
法，生态处理养殖猪粪，使之成为香榧、黄
桃的有机肥，既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保护
了生态环境。

正把一筐筐黄桃往车上装运的村民
刘必文说：“我们几个年龄较大的村民因
为项华平回村创办家庭农场，发展种养
业，才能重新回村做事赚钱，不然就没有
事情可做。几年来，我们都在农场干活领
工资，每年又有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生活
好多了。”村民游必勤接着说：“我们在基
地干活很顺手，都是自己的老本行，而且
因为年纪大，每天上下班几十公里的路，
都由项华平接送。现在，我们是白天在老
村干活赚钱，中饭吃在农场，晚上又住在
家里，真的很幸福。”

村里 60 岁以上的刘必文、刘奶彭等
村民，自 2017 年以来，长年在农场做事，
收入固定。项华平笑着说：“2017年至今，
农场共发放劳务工资 70多万元。尽己所
能让年龄偏大的村民有活干有钱赚，作为
党员的我感到很欣慰。”

■■通讯员 罗文华
李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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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胜利村龙泉胜利村：：
深山生态农场带村民走上幸福路深山生态农场带村民走上幸福路

龙 泉 市 安 仁
镇胜利村项华平，
2016 年 注 册 成 立
了龙泉市安和家
庭 农 场 ，种 植 香
榧；2017 年他引进
优 质 黄 桃 品 种 在
香 榧 林 间 进 行 套
种；2020 年他又在
香榧林里建起了
生态养猪场，带领
村民走上幸福路。

■编辑 陈建东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高效
生态农业。作为传统农业乡——
樟溪乡的党委书记，我深感使命催
征、重任在肩。

樟溪乡地处松古盆地中心，拥
有约 9500 亩耕地，衢宁铁路、龙丽
高速公路、县道“西（屏）大（石）”公
路穿境而过，如何发挥好区位优
势、利用好产业基础，成为樟溪加
快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2021 年 8 月，我来到樟溪，随
即带领全体班子成员花了两个星
期的时间走遍全乡 8 个行政村 22
个自然村。走访中我们发现，乡里
的传统农业还缺乏项目支撑导致
后劲乏力，而“红糖工坊”等农文旅
融合项目让老百姓初尝“甜头”，力
溪湖整治提升工程等项目更是为
乡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结合调研所见所思，“项目为王”的
理念在我内心逐渐坚定。

项目规划，制度要先行。在前
期走访的基础上，我对全乡 8 个村
的优势和短板进行了综合分析，结
合县委“1+4+10”行动方案，优化升
级了《樟溪乡2022年农文旅项目手
册》。对标工商资本、上级补助资
金、专项债申报等融资方向，先后谋
划了力溪未来乡村、红糖工坊、米其
林快闪餐厅等 8 个项目，内容涵盖
中国有机茶乡、全域康养胜地、国家
传统村落公园等3个松阳“金名片”
领域，以清单化、项目化的方式，回
答了“做什么”“怎么做”“做成什么
样”的问题，乡村两级干部原来“不
敢谋项目、不懂谋项目、不会谋项
目”的情况得到转变。

项目落地，难题要破解。备案
投资 2.1 亿元的翔欧生态园拟落地
樟溪，在用地审批上却碰到了不少
麻烦。我带队积极对接职能部门，
多次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进行实地踏勘，历时三个月，完成
了项目涉及的 100 余亩用地审批，
顺利推动项目落地。生态园建成
后，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
益预期约 320 万元，预计每年将带
动游客 10 万人次以上，带动全乡
农产品消费 500 万元以上，想到这
些，干劲就更足了。

内部基础打好了，外部资源就
是“催化剂”。为吸引外商到乡里
投资，我们积极对接上海保园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思成文化有限公
司、杭州图连科技有限公司等优质
工商资本与设计团队，谋划打造亲
子研学、野奢露营、高端垂钓、主题
民宿等项目，目前沉浸式教育综合
研学营地、米其林快闪餐厅、云顶
黄田艺术聚落等招商项目已达成
合作意向，正全力推进项目落地。

项目兴则产业兴，把项目建设
作为抓工作的载体，激发了乡村两
级干部的干事活力，激活了乡村

“造血”增收的内生动力，更增强了
乡域生态农业的产业效力。

着眼“两个先行”，我们将认真
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深入实施

“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战略”，朝
着“生态公园 甜美樟溪”的乡域现
代化先行目标奋力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