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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太乡第一
时间成立专班，多
线推进。同时，采
取每日具体汇报、
每周汇总分析的
方式，全面推动光
唇鱼养殖基地数
字化赋能各项工
作落实。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我们
锚定“生态
祯埠·休闲
小镇”新定
位，以推进
绿道生态价
值创造性转
化为重点，
努 力 让 点

“绿”成“金”
的生态富民
之路越走越
宽。

青
田
县
祯
埠
镇
党
委
书
记

麻
键
威

最
美
绿
道
﹃
铺
﹄
出
火
红
日
子

松阳枫坪：红花茶油香飘万家当地古法榨
油工艺榨出的山
茶油，平均每公
斤卖到160元，户
均 年 收 入 增 加
5000 余元，带动
了不少留守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

蓝天、碧水、青山相映成趣，古堤、松林、
绿道相得益彰……2021 年 8 月，组织调任我
到祯埠镇工作。当我第一眼看到祯埠绿道
时，就被“她”那不施粉黛、浑然天成的气质
所吸引，但彼时的“她”仍养在深闺人未识。
祯埠绿道作为祯埠镇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更
需走出深闺，登台亮相，唱好、唱响共同富裕
这场重头戏。

如何“出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
关。就在这时，全省最美绿道评选拉开帷
幕。虽然竞争激烈、困难重重，但我和同事
们毫无迟疑抢抓机会，拼尽全力“跳起来摘
桃子”，一头扎进最美绿道创建工作：65项评
选指标逐一完善、15处软硬件改造提升项目
顺利完成、20个入镜场景亮点纷呈……在全
县干群共同期望、合力支持下，祯埠绿道以
高分获评“浙江最美绿道”称号。2021年“十
一”期间，刚“开张”就迎来了游客 2 万余人
次，真正“火出圈”。

顶着“最美”光环，祯埠绿道走入了更多
人的视野，也被寄予更高的期待。围绕“最
美绿道”如何转化成“最美经济”这个新课
题，我用半个月时间，走遍全市绿道，牵头形
成《关于发展“绿道经济”助力共同富裕建设
的思考》调研报告，就完善业态配套、提升游
客体验感等方面再思考再谋划，进一步厘清
祯埠绿道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先“出圈”，再“破圈”。面对绿道经济起
步阶段资本不感兴趣、村民有所顾虑等困境，
我们大胆尝试让祯埠生态强村公司先行先
试，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为后来的
投资者探出路、“打个样”。随着与村民合作
的首家农家乐、民宿顺利开张，自行车骑行、
生态产品展销中心等项目纷纷落地，市场对
绿道经济发展的信心与日俱增。经过两个多
月的考察了解，2022年3月，我们成功招引乡
贤投资1200万元建设“乡村日记”露营基地，
绿道作为生态产品为祯埠生态强村公司拿下
了20万元的分红收益。紧随其后，大河文化
等企业与我们主动接洽合作，祯埠绿道正式
走上市场化经营的新赛道。

沿着绿道全线，我集思广益，布局建设
了中蜂共富园、“一团助十村、百菜富千家”
共富预制菜、工匠培训基地等强村富民项
目，进一步推动资源活起来、产业动起来、村
民富起来。2022 年，祯埠绿道共接待游客
11.2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970 万元，吸纳 50
余人就业；祯埠生态强村公司实现营收 225
万元，通过分红为8个行政村增收116万元。

祯埠绿道人气爆棚，“财气”渐旺，形势一
片大好。为提升沿线村庄人居环境，我们通
过拆违治乱，着力提升整体环境，描绘出最美
绿道+美丽村庄的生态画卷。2022 年，祯埠
镇成功创成省3A级景区镇，沿线的陈篆村、
祯埠村创成省美丽乡村精品村，祯埠环境整
治的特色做法获《人民日报》报道和点赞。

特别是经过镇村干部的不懈努力，祯埠
镇“东大门”小群村的休闲椅厂房历史违建
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

“口袋”鼓起来后，“脑袋”也不能落下。
我想，小乡村也能拥有诗和远方。今年，我
们在祯埠绿道策划举办了星空下的诗会、村
晚梦剧场全市首秀、青田鼓词传唱党的二十
大精神巡演、百鸟灯闹元宵等一系列特色文
化活动，为绿道景观再添文化底蕴和气韵。
依托绿道推动群众“精神共富”的特色做法，
得到《求是》杂志深入报道。同时，还在绿道
上定期开展民生议事堂活动，把绿道打造成
村民说事议事的好去处，在如画风景中，化
解一件件烦心事。目前已开展协商活动 2
场，议事 7 件，镇民生议事堂被评为市五星
级民生议事堂。

如今，俯瞰祯埠山水间，一条“绿色动脉”
串联起村落民居，串联起创意农业、乡村旅
游、生态项目，勾勒出生态与经济融合发展的
共同富裕新画卷。而我，也将继续在谋深做
实“绿道经济”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努力为绿
道注入数字经济元素，打造元宇宙森林、打响

“归祯”农产品品牌、建设萌宠乐园，真正把
“最美绿道”打造成群众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花香中共享红花油茶文化的
饕餮盛宴，共赏传统民俗文化的独
具魅力，共同见证油茶产业的发展
成果。近日，松阳县第六届农民丰
收节暨第四届钱龙山红花油茶节，
在该县枫坪乡根下行政村全畈自然
村举行。

近年来，根下村通过打造钱龙山
红花油茶基地，促使生态农业转型升
级，激发农旅经济兴起，复活传统民
居的生命力，实现了传统村落生命活
力的延续。

根下村位于松阳、遂昌、龙泉三
县（市）交界的群山中，距县城约 62公
里，全村海拔在 700-900 米之间。这
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给了油
茶树优越的生长环境。在根下，8 个
自然村 460 多户家家都种植红花油
茶。“我们种植红花油茶的历史由来
已久，早在上世纪 70年代，靠山吃山
的村民就以生产队集体种植的形式，
先后种下 500多亩油茶树，靠榨出的
茶油扩充集体经济。”根下村党支部
书记王林水向来宾介绍村里红花油
茶产业发展的历史。

2015年，村里用集体资金购买了
5 万多株红花油茶苗，免费送给村民
种植。房前屋后的野地荒山，在短短
半个月时间内长出了近 300亩的新油
茶林。同期修建的游步道，则饱含着
村民们通过农旅观光增收致富的美
好愿景。

“我们的油茶，果可榨油食用，花可
观赏招揽游客，拥有无限的‘钱景’。”在

根下村村民、松阳千峰谷果蔬专业合
作社社长周信根看来，游步道修成后，
无论是花期还是结果期都能吸引外地
游客前来参观，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
发展机遇。为此，他注册了全村第一
个红花茶油商标——“钱龙山”。原生
态的高山有机红花茶油广受客户青
睐，畅销上海、福建、杭州以及周边各
县市。“1000毫升的礼盒装市场批发价
为 288元，依然供不应求。”周信根自
信地说。

目前，该村已种植红花油茶 2000
余亩，未成林红花油茶 700多亩。收
成后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营性收入
10 余万元。古法榨油工艺榨出的山
茶油，平均每公斤卖到 160元，户均年
收入增加 5000余元，带动了不少留守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这些油茶
山就是我们村的金山银山，村两委将
持续加大红花油茶产业投入，延长油
茶产业链，让老油茶结出新‘钱景’。”
王林水表示。

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业的兴起，
根下村乘势而上，通过举办“钱龙山
红花油茶节”、打造“森林康养圣地”、

“红花油茶基地”等特色金名片，吸引
了一大批游客慕名打卡，每年接待游
客近 3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民宿
经济的发展，盘活了村集体闲置房
屋，涌现出一批融入红花油茶元素的
特色民宿，真正实现了油茶产业和乡
村旅游业的有机融合，让传统古村落
的生命力得到了延续。

开春以来，千亩红花油茶基地红

色茶花竞相开放，将群山装点得格外
娇艳。山上红花开满山，山下村民笑
颜开。钱龙山红花油茶节期间，一项
项精彩纷呈的民俗展演让人眼花缭
乱：活灵活现的舞龙舞狮表演、曲调
优美的松阳高腔、鼓艺精湛的腰鼓
队，别具一格的点天灯仪式……

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点天
灯”。它曾盛行于许多地区，如今在
松阳只有根下保留这项民俗活动。
活动当日，在全畈自然村村口山岗上
矗立着 5根高约 6.6米的“天灯”，寓意

“六六大顺”。在腰鼓和鞭炮声中，几
位村民合力点燃天灯，“龙”与“狮”开
始巡游，大家一同祈求风调雨顺，作
物丰收。

除了红花油茶，根下村出产的香
榧、花菇、茶叶等同样有名。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传统农业
向特色农业的转型工作，枫坪乡还结
合实际，立足生态优势，实施枫坪特
色产业加工区项目。该项目拆除了
枫坪村丁坑口罐头厂地块原有的危
旧老厂房，投资 1260万元新建设了一
座集香菇、香榧、山茶油加工为一体
的 特 色 产 业 精 深 加 工 区（含 生 产
线）。项目完成后，可大大提升相关
农特产品的加工能力和加工效率。
届时，当地的红花茶油等特色产业将
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枫坪乡以
实际行动阔步前行，为乡村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近日，龙泉市道太乡光唇鱼养殖
基地生产管理用房完成设计，正在进
行施工准备。接下来，该乡将结合

“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的深
入推进，加快其它配套设施的设计和
施工，将光唇鱼养殖基地打造成为集
养殖、仓储、销售、运输、展示、科普等
功能为一体的渔事服务中心，让村民
就业和增收更有保障。

“自从乡里把光唇鱼养殖基地建
立以来，大伙儿就盼着能早日承包。
这样足不出户就能在家门口养鱼，既
方便了照顾家里老人，也不会耽误工
作。”说起养殖基地，道太乡安平村村
民林春明连连称赞。长期以来，安平
村村民以外出打工为主，留守老人比
较多，很多村民在照顾老人和外出打
工上难以抉择。光唇鱼养殖“共富工

坊”的建立，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但由于没有完备的数字化管理

设施，村民们无法更加直观地实时了
解鱼儿的生长情况。“村民承包一养
殖桶光唇鱼苗，每年大约能增收 2万
元，基地每年能提供 40 至 50 余个就
业岗位。但光唇鱼基地配套设施的
不完善，一定程度上让部分村民驻足
观望。”道太乡相关负责人说。

乡干部在“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
大解题”社会治理现代化攻坚行动中
了解到这一问题后，经过仔细分析和
研究，决定将光唇鱼养殖基地生产管
理用房等设施建设列入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到这
个产业中来，也为了通过数字化赋能
完善养殖基地功能，乡党委积极对接

相关部门，并在省烟草局的帮助下，
成功筹措资金开始谋划建造相关配
套设施。”道太乡相关负责人说。同
时，道太乡第一时间成立专班，乡村
干部分头对接资金落实、村民诉求、
项目方案等，多线推进。同时，采取
每日具体汇报、每周汇总分析的方
式，全面推动各项工作落实。通过现
场勘察、座谈交流、走访调查，确定了
建设方案、建设内容和目标前景，确
保既能解决有意向养殖村民的问题，
也能满足基地未来发展需求。

光唇鱼养殖基地生产管理用房
的建设，一方面能够有效提高光唇鱼
鱼苗生长过程的可控性，提高鱼苗的
存活率，降低村民养殖成本，增加收
入；另一方面也为还在观望的村民吃
了一颗“定心丸”。

龙泉道太：数字化赋能村民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