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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
石笕是偏远
山区乡 ，我
带领干部群
众通过整合
优 势 资 源 ，
发 展“ 山 茶
油”“共享稻
田 ”等 特 色
生 态 产 业 ，
做大强村公
司，实现“抱
团 共 富 ”。
我深刻体会
到 ，只 要 干
部群众肯用
心、肯用脑，
山沟沟里也
能写出大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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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县赤石
乡南山湖村依山
泉溪流而建的“稻
蛙共生”小微产业
园，第一年试养殖
获得了不错的成
效。解决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让留
守老人实现在家
门口就业，增加村
民收入，为山区走
出一条生态农业
致富之路。

近日，云和县赤石乡南山湖村，依山
泉溪流而建的“稻蛙共生”小微产业园
内，云和师傅卜伟绍和工作人员一直在
层层梯田间忙活，园里蛙声此起彼伏、稻
香氤氲。“‘稻蛙共生’发展前景较好，今
年亩产量为 400公斤到 500公斤，每亩产
值可达 2万余元。”卜伟绍介绍，“稻蛙共
生”小微产业园第一年试养殖获得了不
错的成效，稻谷与蛙产量都达到 5000多
公斤，产值达 30多万元。

今年以来，赤石乡纪委将助推乡村
振兴作为监督重点，通过驻村夜巡、方言
谈话等形式深入群众、乡贤能人家中，了
解生活工作情况及需求，通过与“云和师
傅”等知识技术型劳动者交流，积极探索

“小而微、小而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
业发展新路。

从稻田养鳖、稻田养虾等共生养殖
方式获得灵感，卜伟绍发现蛙类养殖周

期短、见效快、经济效益可观，便决定发
展“稻蛙共生”养殖。乡纪委通过走访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组织各村级监察联
络站为“稻蛙共生”养殖场的选择提供
建议、帮助。南山湖地处偏远，但生态
环境优越、水源、阳光充足，非常适合

“稻蛙共生”养殖，在赤石村监察联络站
的推动下，10 亩土地流转工作顺利完
成，并用网围成块，高山“稻蛙共生”小
微产业园迅速落成。“这个高山‘稻蛙共
生’小微产业园是今年 6 月建立的，我
们从外地引进营养丰富，食用药用价值
高，味道鲜美，口感极佳的黑斑蛙，养了
3 个多月，现在 50%的稻田蛙已经可以
上市销售了，平时每公斤售价 36-40元，
最好时可达 50元。”卜伟绍说。

南山湖村大多数村民都已进城务工，
只有部分留守老人坚守在村，以务农为
生。自“稻蛙共生”小微产业园落地于南

山湖村，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让留守
老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老人只需负责
基地日常管理、喂养稻蛙等简单工作。“我
在这里工作两个多月了，每月都有固定工
资，太开心了。”南山湖村村民邱志方说。

“接下来，我将不断精进养殖技术，
总结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养殖经验，再进
行免费技术推广，让更多的村民加入‘稻
蛙共生’养殖队伍。”卜伟绍说。这家集
生态种养、电商、物流、研发等功能于一
体的稻田养殖产业园，有效辐射南山湖
村及周边村，已带动 200 余名山区农民
发展高山稻蛙共生养殖项目。

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产业是必由之
路。乡纪委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聚焦
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振兴动能问题，以监
督作用发挥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档加
速”，为走出一条山区生态农业致富之路
保驾护航。

云和赤石乡：

“稻蛙共生”助推乡村发展

■■ 通讯员 严伟芳
雷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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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2020年就开始经营农家乐了，每年
都有不错的收入，每年国庆那几天，我们
就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了。”日前，位于莲
都区黄村乡黄泥墩村的“溪畔农家”农家
乐，负责人刘连付开心地告诉记者。作
为土生土长的村民，刘连付表示，村子的
生态优势明显，依托碧水湾景区，不少村
民尝到了开办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的
甜头。

刘连付所说的碧水湾景区，是黄村乡
第一个因“阳光票决”落地的项目，也是该
乡探寻基层治理“共富密码”的“第一
站”。蓝天碧水下，火车隆隆，溪水潺潺，
沙滩和亲子游的完美融合，让这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村在 2020 年的夏天“一游成
名”。成千上万的游客组团前往碧水湾游
玩，给这里带来了乡村旅游的高人气。

2014年，黄泥墩村率先在莲都区推
出“阳光票决”的治村模式，村里的大事，
做不做、怎么做，交给村民投票决定，他
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表决者充分表
达真实意愿，行使民主权利，有效化解干
群矛盾和推动乡村发展。今年暑期的一
天，在黄泥墩村的会议室里，村干部、村
民代表就坐在了一起，对“黄泥墩村百米
花墙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施的决定”进
行了“阳光票决”。最终，该项目全票通
过。

今年 75 岁的刘风彩是黄泥墩村的
村民，也是碧水湾景区的引导员，负责为
游客做引导工作和后勤工作。他告诉记
者，因为年纪大了，不可能出门务工，家
里又要照顾妻子，现在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每个月的工资有 2000 多元，还可
以照顾到家人，这份工作的“性价比”很
高。景区内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来自
黄泥墩村内的村民，都表现出和刘风彩
同样的想法。

黄村乡郑村白茶核心基地位于五釜
山深处，平均海拔约 600米，白茶种植面
积达 520亩，亩均产值一万以上，独特的
高山气候孕育了优质的高山生态白茶。
如今随着碧水湾景区建设的推进，郑村
白茶资源也被纳入碧水湾旅游范畴，搭
上乡村旅游的快车，郑村白茶也焕发出
新活力。

碧水湾项目运营期间，带动了黄泥
墩农家乐、民宿增收 80 余万元，解决了
40 余位村民就业问题，助推了“方记土
面”“郑村白茶”等一批周边特色农产品
销售，成为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有效
引擎。

不仅如此，黄村乡扎实推进基层治
理工作，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不少村民家
门口都有着小而美、小而特的原生态“菜
园子”。“之前这块地可不是这样的，到处

都是杂草和垃圾，村党支部立足村情民
情，把我们沿线几个菜园地规整起来，让
我们更方便地种菜，村子也变得漂亮
了。”每天一大早，黄泥墩村村民石宗平
就会在自家的“老石菜园”里忙活，浇水、
施肥、清除杂草，别有一番滋味。

今年以来，黄泥墩村聚焦花园乡村
建设，努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经过
改造后的村口村牌、外墙立面、沿线节点
路面等基础设施设备，让村庄实现了从

“面子美”到“处处美”的跨越，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除了村子的变化，村民也在慢慢改
变。黄泥墩村积极开展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积极引导“新乡贤”回归和社会人士
参与乡村治理，加大挖掘、培育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力度。围绕“信孝文化”主
题，深入开展“美丽家庭”评选、“敬老孝
亲、弘扬美德”等活动，积极培育乡风文
明新风尚。

绿树繁花映新村，依山傍水好风
光。如今的黄泥墩村，村容村貌整洁有
序，公路两旁展现着基层治理的成果，

“阳光议事亭”内村民共谋村庄发展……
一幅共同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缓慢舒展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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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今的黄泥
墩村，村容村貌整
洁有序，“阳光议
事亭”内村民共谋
村庄发展……一
幅共同富裕的美
丽乡村画卷缓慢
舒展开来。

莲都黄泥墩村莲都黄泥墩村：：
探寻基层治理的“共富密码”

■■记 者 叶 江
通讯员 邱泽楠

在缙云，石笕是偏远的山区乡。记
得2020年3月刚调任石笕，有人跟我说：
你们这样的小乡镇，反正也干不出什么
事情、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要守住平
安，不要给县里添乱就行了。话犹在耳，
眨眼在石笕已三个年头。我曾多次在不
同场合跟同事以及村干部们交流：偏远
小乡要不要躺平、能不能躺平？大家观
点很一致：上级有部署，群众有期盼，小
乡也要作为，小乡也要发展，共富路上不
能掉队。

这三年，我一直在思考探索偏远山
区乡如何富民增收，深刻感受到，像石笕
这样区位偏远、资源匮乏的小乡，村集体
经济靠“单打独斗”难以壮大，必须要发
展特色产业、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做大强
村公司来实现“抱团共富”，让山区里的

“一朵花”“一片田”“一溪水”成为两山
转化促富的“船”和“桥”。

这“一朵花”是油茶花。石笕是远近
闻名的油茶之乡，全乡 1.8 万亩油茶林，
人均种植面积2亩。强村公司第一桶金
怎么赚？我和班子成员把眼光瞄准了漫
山遍野的油茶林。2020年我们以强村公
司为经营主体，通过每个村入股的方式，
投资 300 多万元启动五村联建油茶综合
体建设，引进最新设备，产品通过食品生
产许可认证。油茶厂于 2020 年底建成
投产，迄今销售山茶油 3.5 万多公斤，去
年拿下结对单位和富阳消费帮扶礼包两
个大订单，赚了 40 多万元；今年与县内
外七个乡镇强村公司建立党建联建，拓
展销售渠道，预计能赚60 万元。我们以
质量赢口碑，以诚信铸品牌，油茶厂已然
成为石笕集体增收的源头活水。

“一片田”是共享稻田。在经营好油
茶这个主打产业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
寻求创新突破。我始终认为，山区乡镇
要发展，既要让山茶油等生态产品走出
去，更要把人气、财气请进来，2021 年开
始，我们结合涉林整改、抛荒整治推出

“共享稻田”。高山梯田由强村公司集中
流转、统一管理，再以 3999 元/亩的价格
对外认领。田主可以参与插秧节、丰收
节，来石笕体验传统农耕，收获生态稻
米。而“共享稻田”项目的终极目标并不
仅止于卖田卖稻米，我们要通过卖生态、
卖品质、卖文化吸引更多人气，最终带动
农文旅融合发展。有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别人是炒高了房价，我们是炒高了“田
价”，我想这就是生态价值转化的有力实
践。

“一溪清水送下游”，是我们的使命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作为丽水黄村饮
用水源保护地，绿水青山是石笕发展的

“本钱”。今年3月我们出台全市首个乡
镇级《绿色发展生态奖补机制》，探索生
态价值转化路径。每月三次抽样检测行
政村交接断面水质，以综合流量、治理难
度及检测结果为考评依据，实行不同等
级的“以奖代补”，把生态保护和村集体
经济、干部绩效考核、党员先锋考评等相
挂钩。好的村一个月能赚到上万元，差
的村要倒扣，通过绩效激励，我们让想

“躺平”分钱的村干部躺不住，铆足了劲
找差距争先进位，村民护水从“要我干”
变成“我要干”。

犹记得去年油茶节，强村公司 50 万
元现金分红堆在舞台上，每个村都领到
10 万元，现场党员群众乐开了花。我当
时曾说：大家继续努力，明年争取每个村
分红20 万元。现在目标已然实现，来年
还能更好。我们坚信，只要肯用心、肯用
情、肯用脑，小乡村也能激发大能量，山
沟沟里也能写出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