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2年9月28日 星期三

● 我 出 生
农村、学习农
业，始终对农
民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感 情 。
扎根乡村的 4
年时间里，让
更 多 农 民 在
共 富 路 上 不
掉队，是我对
这 片 土 地 许
下 的 青 春 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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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枫坪乡
努力探索如何更好
地打响小吉四季豆
的品牌，投入 75 万
元中央彩票公益专
项资金，用于高山四
季豆种植产业区改
造提升项目，帮助农
田“强筋健骨”，促使
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乡村振兴打下
坚实基础。

近日，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松阳县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之一，高山四季豆
种植产业区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开工。这
一项目的实施标志着枫坪乡四季豆产业
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高山四季豆种植产业区改造提升项
目位于枫坪乡小吉村，这里平均海拔 800
米左右，良好的气候、水质、土壤等生态自
然资源条件非常适合高山蔬菜的种植生
长，而小吉村的高山蔬菜又以四季豆为主。

整个项目核心区共有农田约 1300
亩，其中四季豆种植面积超 260 亩，年产
约 65万斤。小吉村出产的四季豆颜色鲜
绿，口感爽脆，鲜甜多汁，深受杭州、上海
等大城市市民欢迎，供不应求。由于品质
好，收购价可达 3元/每斤，每年能为村民
们带来 200 多万元的收入。正是这一产
业的发展，让小吉这一偏远的小山村，成

为枫坪乡常住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村，近
80%的村民留在家里务农。

枫坪乡一直努力探索如何更好地打
响小吉四季豆这一品牌，然而没有操作便
道、路面硬化条件差、蓄水池缺乏等问题
一直制约着农民增收致富的步伐。此次
乡村振兴项目的落地，将改变小吉村“看
天吃饭”现状。

小吉村村民吴冬明说：“对四季豆种
植产业区改造提升项目，我们大家都很支
持。项目建成以后储水条件好了，四季豆
的灌溉也不用愁了，像今年这样大旱的天
气也不用怕了。加上操作便道直接通往
田里，三轮车直接到田头，再也不用费大
力气肩挑四季豆和肥料，比以前省力多
了！”

据了解，高山四季豆种植产业区改造
提升项目预计投入 75万元中央彩票公益

专项资金，建设内容主要针对农田水利设
施提升，包括增加 4 个喷滴灌蓄水池、建
设 3000 米灌溉水渠、埋设 8000 米灌溉管
线，结合原有水渠将实现种植面积全覆
盖，提高种植区灌溉稳定性与防旱抗灾能
力。同时，新建的 1000米耕作便道，使得
田间道路通达率达到 100%，有效保障农
机下田和农业运输。该项目的实施，将全
面提升四季豆种植产业区基础设施，显著
提升农田排灌、生产和农机作业能力，帮
助农田“强筋健骨”，促使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灌排条件的改善、操作便道的打通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便利性，极大降低
了人力成本，同时也提升了亩均效益，再
一次激发村民种植四季豆的积极性。对
小吉村来说，明年四季豆产业必将迈上一
个新台阶！”小吉村党支部书记翁伟俊说。

松阳枫坪：四季豆产业站上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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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为山根村及周边村庄集体增加
土地租金收入近 20 万元，提供 2000 余人
次就业岗位，年发放工资 50多万元，辐射
带动全乡 18家优质民宿、23家农家乐、10
余家旅游景点……”日前，庆元县淤上乡
党委书记叶昌平在全市学习交流“共富工
坊”建设情况会议上介绍了淤上乡第一家

“共富工坊”——方格菌博园给乡村带来
的巨大变化。

淤上乡位于庆元县西南部，总面积
60.8平方公里，耕地 8688亩，山林 7万亩，
辖 9 个行政村，42 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9199人。

食用菌一直是淤上乡的传统产业和
支柱产业。2018年，淤上乡招引胡庆余堂
集团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司入驻山根村
（黄泥弄），建成方格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基
地和方格菌博园。近年来，淤上乡借助方
格药业在当地食用菌行业的领“菌”优势，
联盟打造农旅融合式、产业赋能式“共富
工坊”，深化村企合作、部门结对、三产融
合，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创收和村集体、农
民增收。

2018年以来，方格药业有限公司投资

2310 余万元，在山根村（黄泥弄）建成 80
余亩的方格食用菌基地，入选国家食药用
菌研学游科普教育与示范基地、省级重点
项目核心示范园区。

据了解，方格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基地
是中国、欧盟、美国、加拿大食药用菌标准
化种植有机认证基地。近年来，基地产出
灵芝、灰树花总量在 60吨左右，主要用于
胡庆余堂集团原材料供给，精深加工产品
灰树花胶囊、破壁灵芝孢子粉等受顾客青
睐。依托“共富工坊”，方格食用菌标准化
种植基地统一收购周边乡镇食用菌农产
品，每年产值在 3000万元左右，成为食用
菌行业的佼佼者。

今年 1 月，基地依托现有资源，建成
省、市职工疗休养站点——方格菌博园。
淤上乡以菌博园为依托，牵头整合周边屏
都、安南、隆宫等乡（街道）产业资源，会同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县食用菌产业中心、
方格药业等单位共同打造集食用菌领域
优质示范的党建联盟型、技能培训型、村
企结对型、产业发展型“共富工坊”。通过
党建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产业共
兴，促进食用菌品质提升和食用菌产业健

康发展，助力“耕读·康养”产业带建设。
“共富工坊”依托庆元县高层次人才

养研基地和淤上乡共富技能学堂、共富补
给站等平台，探索打造技能人才“全培养
链”，根据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干部技能
提升实际需求，把技能培训课堂“搬”进企
业车间，设立“流动课堂”，引领技能人才
提升职业技能和素质。目前，方格菌博园

“共富工坊”已聘请高校教授、产业专家等
技能共富导师 3名、星期天工程师 1名，举
办共富技能培训 3场，技能比武大赛 1场，
累计 1000余人次参与学习实践。

方格菌博园“共富工坊”精准的食用
菌技能培训、稳定的食用菌产品销售渠
道、充足的家门口就业岗位，打消了种植
户产业发展后顾之忧，促进了村民增收致
富，吸引了众多村民回流。为充分发挥

“共富工坊”纽带效能，淤上乡“耕读·康
养”产业带将屏都坑里、百丈、隆宫石灰
岩、莲湖、安南安隆、淤上翁山寨、雾耕基
地、浙图旧址、移民畲族文化、黄沙洋、涂
坑老村、局下、苍岱等资源有效串联，全面
推进产村融合、农旅融合发展，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共同富裕的美丽乡村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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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收和村集体、农
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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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我出生农村、学习农业，
始终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扎根乡村的4年时间里，让
更多农民在共富路上不掉队，
是我对这片土地许下的青春誓
言。

地处青田西北部的章村乡
是个偏远的农业大乡，距离县
城 66 公里，有着油茶、毛竹、茶
叶等丰富的产业资源，素有“浙
南油库”的美誉，也是全国“河
权改革”的发祥地。

2018 年 7 月，大学刚毕业的
我，带着憧憬、怀着梦想，回到
这片故土工作。我所驻的新民
村，位于章村乡中部，虽然拥有
一片 160 亩的肥沃田地，但坐拥
优质资源的新民村却一直没有
发展起来，还一度沦为村集体
经济薄弱村。如何让新民村经
营性收入尽快突破 10 万元、让
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成了压在
我心口的一块大石头。

在参加农业培训班的过程
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槟榔芋，
该芋在福建省福鼎市已有近
600 年的种植历史，且种植环境
和新民村相仿，投入成本不高，
经济收益可观。在乡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我组织村干部、村民
代 表 、种 植 户 去 福 鼎 实 地 考
察。望着绿色葱茏的槟榔芋
田，听着当地农户述说着连年
增收的喜悦，大家深受鼓舞。

回来后，我第一时间向分管
领导作了汇报，将新民村的种
植环境和农业基础与福鼎作了
对比，反复论证引进种植槟榔
芋的利好。计划确定后，我马
上行动起来，和村干部一起挨
家挨户上门宣传、流转闲置土
地、动员农户以劳动力入股负
责种植……这一忙活就是大半
年，终于建成了新民村槟榔芋
种植基地。去年，新民村一共
收获了5万多斤的芋头，增加了
20多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今年，不少兄弟村看到了新
民村种植槟榔芋的效应，纷纷
表示想加入种植槟榔芋的行
列。于是，我主动帮忙联系购
买芋种，组织大家到新民槟榔
芋基地实地交流，让种植户进
行现场授课。同时，还在村里
支起了直播课堂，并联系福建
农科院专家开展视频连线，和
村民们一起交流探讨槟榔芋种
植技术、生产加工方式和防治
害虫办法。截至目前，全乡种
植面积达60余亩。

在迎来槟榔芋大丰收之前，
我提早与福建工厂对接，签订收
购合同，同时安排乡强村公司挖
掘、筛选、包装、运输，确保槟榔芋
销路畅通，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看着富民壮村的生动实践，
我深刻感受到，唯有时刻保持
农民情结，方能真正带领农民
致富、增加农民收入、赢得农民
信任。在往后的时光里，我将
始终怀着对“三农”的真挚情
感，脚踏实地为民干事，勤勤恳
恳为民工作，努力让更多农民
享受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