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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
和县新岭村变百
亩菇棚为桃园，催
生赏花经济。同
时，打造出一座集
有机蜜桃种植、休
闲观光游乐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示
范园，增加村集体
收入，让更多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星光
不 问 赶 路
人，我将争
当共富路上
的引路者，
立足西街这
片广袤的土
地，把强村
富民这项工
作 扎 实 推
进，让老百
姓切切实实
享受到共同
富裕的丰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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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黄田镇：文化礼堂里议新事
为了充分发

挥村文化礼堂的
主阵地作用，庆
元县黄田镇创新
推出“老礼堂里
话新事”主题活
动，取得较好的
效果。

龙泉市西街街道是国家级历史文化
街区的所在地，这里有山有水、有文化，山
水风雅，文化璀璨。2021 年 6 月，我来到
这片充满宋韵诗意的街巷、田园，始终致
力于激活宋韵西街的“共富基因”。征途
越走越阔，我清晰地认识到，“农文旅”融
合是西街共富的“必答题”。

有了产业，才有底气。位于岩樟溪畔
的周村村，一脉清流横贯东西，溪水潺流，
水清如镜，四周山峦起伏，群峰叠嶂，宛如
世外桃源。立足周村的好山好水好生态，
石斛产业在此落地。产业的发展大大推
动了富民增收，石斛基地每年为村民发放
工资 300 余万元，帮助村集体增收 23 万余
元。2022 年 4 月，省领导到周村调研时对
铁皮石斛生态高效农业给予高度肯定，鼓
舞我们走出高质量发展的好路子。一年
来，我们成立工作专班推进石斛产业园二
期建设，完成林下仿野生石斛种植 100 余
亩，基地内的桃源民宿完成提升改造并对
外运营，完成林地征用转用以及田地流
转，力争让产业质量更优、项目支撑更强、
发展动能更足。目前，集中药材种植、研
发、产品加工和旅游为一体的特色农旅融
合石斛产业园年接待超10万人次，直接经
济收入600余万元。

我也深知，文化是西街的最大优势。
于是，我们齐头并进激活古村、古街的宋
韵魅力，点燃“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火
种。在绍翁故里岩后村，我全力推进岩后
省级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提升项目，完成
古建筑修复、古道修复、水系打造等建设
内容，深度挖掘耕读文化、隐居文化。随
着绍翁文化节、研学实践基地等市场化文
化活动和项目的筹办与推进，我们进一步
打响绍翁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和
乡村振兴，宋韵古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与
此同时，在西街历史文化街区，我带领党
员干部夙兴夜寐，用一个月时间实现林业
车队和西寺门两大区块房屋征收 100%签
约，以最大的政策处理力度为西街历史文
化街区的有机更新保驾护航。同时，我们
着力探索“文化+商业+创意”的模式发展
街区“月光经济”，联动部门、乡镇举办月
光集市活动 20 余次，引流 40 余万人次。

“宋韵西街”拆改项目获省“十佳拆改”示
范典型;“宋韵西街社区”“烟雨瓯江·古城
新韵”传统风貌样板区双双入选省级创建
名单。

串点成线、优势叠加才能放大农文旅
发展的最大效益。龙泉城区往西近郊处，
绿水青山间，镶嵌着一条美丽农村路——
西独线，周村村、白云岩村沿此线铺展。
于是我们立足资源，联动提升西街历史文
化街区、生态休闲周村、云坞古村下樟、绍
翁故里岩后，系统整合唯珍堂石斛文化园
3A 级景区、白云岩 3A 级景区的优质旅游
资源，全盘谋划打造富春山居式的“白云
山居图”。目前，“白云山居图”区域已有
农家乐 24 家、民宿 14 家，年接待游客 15.2
万余人次，营业总收入超1000万元。农文
旅持续助力下，2022 年，我们 11 个村实现
了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1271万元、经营性
收入1112万元的好成绩，增速位居龙泉前
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
无数西街人心中的梦想，也是我心中的西
街愿景。星光不问赶路人，我将争当共富
路上的引路者，立足西街这片广袤的土
地，挥起锄头，撸起袖子，在耕耘中奋进，
把强村富民这项工作扎实推进，让老百姓
切切实实享受到共同富裕的丰硕成果。

傍晚，太阳落下村西边的山岗。
华灯初上后，吃过晚饭的庆元县黄田
镇东西村村民，纷纷地向村文化礼堂
聚来。在这里听一听新鲜事，聊一聊
开心事，议一议发展大事。自从今年
初黄田镇推行“老礼堂里话新事”活
动以来，晚上到文化礼堂相聚就成了
大家的一种习惯。该主题活动主要
依托各村文化礼堂阵地，不定期组织
村干部、村民代表、乡贤等，紧密围绕
村庄发展、产业提升、项目建设、矛盾
调处等大事、实事、难事进行讨论、研
究。

“晚饭后绕着村庄走一圈来到礼
堂，乡亲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所欲
言，非常开心，这里是村里人气最旺
的地方了！”坐在东西村文化礼堂大
圆桌边长凳上休息的老党员钟守元
开心地说。

随着文化礼堂建设的全覆盖，黄
田镇实现了“一村一礼堂”，但以往村
文化礼堂除了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和红
白喜事之外，其他时候晚上都是黑灯
瞎火、冷冷清清的。黄田镇在调研中
发现这一问题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充分发挥其主阵地作用，创新推出了

“老礼堂里话新事”主题活动，礼堂就
成为了广大群众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同时，镇党委政府主动作为，让基层干
部融入其中，听取群众对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意见建议，提升群众参与项目
建设、社会民生等各项工作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更好地凝聚群众智慧力量，
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今年最想村里完成的三件事就
是邻里中心建设、林道硬化和凤阳坑
防洪堤建设，这是我们村民最期待、
最需要的……”东西村村委副主任钟
继忠在“夜话”中抛砖引玉，引出了话
题。于是村民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
聊开了，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又帮助村里出谋划策，气氛非常
活跃，时不时传出笑声阵阵。而在葛
田村文化礼堂内，围坐着一群老人
家。“我希望能够给我们办个老年健
康课堂，讲一讲平时老年人要注意什
么，现在生活好了，健康是我们最关
心的事啦。”黄田村葛田自然村村民
刘美仙说。

东西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杨甚平
说：“以前，群众都觉得礼堂是休闲娱
乐的地方。现在，我们把群众聚在一

起，把我们村大事、要事拿出来和村
民讨论、商量，村民有了更多表达意
愿、参与村级事务的机会和平台，各
项工作更加顺畅了。”

截至目前，黄田镇各村文化礼堂
已陆续开展了 20余场“老礼堂里话新
事”主题活动。村干部们从日常的

“宣传员”角色转换为“聆听者”，党员
代表、村民代表和乡贤们充分发挥了
智囊团作用，广大群众也能参与其中
提意见，营造了基层自治、民主协商
的良好氛围。

东西村党支部书记李先贵说：
“认真倾听村民新的声音，才能走到
村民的心里。‘老礼堂里话新事’活动
是个好载体，是我们村干部收集百姓
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只有知道村
民想要什么，我们干部才能干什么，
否则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下一步，黄田镇将深入探索打造
“礼堂共富小讲堂”“礼堂共富记忆
展”“礼堂共富志愿行”等系列活动，
丰富“老礼堂里话新事”活动内容，切
实将文化礼堂打造成为促进乡村振
兴、助推共同富裕的有力阵地。

畲乡桃花韵，唱响共富曲。日
前，2023云和新岭桃花节开幕。活动
以花为媒，串联起桃花市集、桃园游
乐体验、畲服巡演、桃花宴、草坪音乐
会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上千名游客前
来赏花过节，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走进云和县凤凰山街道新岭畲
族村，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而来。百
亩桃园花开正盛，新布置的游乐设施
为这片粉色花海增添了新的乐趣。
桃园舞台上，一个个畲族特色节目、
民间文化艺术表演轮番上阵，引来阵
阵掌声；桃花市集里，煎雀、泡豆腐、
油筒饼、桃花酒等畲乡特色美食吸引
了一大波“吃货”……“这里的风景特
别美，活动也很丰富，赏花拍照玩游
戏，孩子高兴，大人放心。”前来游玩
的市民张女士连声赞道。

新岭畲族村地处云和县城以北，
四面环山，环境优美，村内百亩桃园
是云和最大的赏花基地之一。近年
来，新岭利用地理区位优势，打造出
一座集有机蜜桃种植、休闲观光游
乐、亲子农耕体验为一体的综合型示
范园。

据悉，每到春日盛花期，这里都
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踏春赏花。遇
到天气晴好的周末，日均接待赏花游
客可达 1500 多人次。浓浓的人气激
活了新岭桃园经济，带动了周边农户
就业 10余户，去年实现村集体收入达
52万元。

新岭畲族村因百亩桃花出了名，
而在 2014年以前，村庄道路沿线布满
了黑压压的简易香菇棚，不仅为生产
生活安全埋下隐患，也与美丽乡村建

设和村民向美向富的生活追求背道而
驰。2014年，借助“三改一拆”东风，新
岭下决心、下大力气集中改造，变百亩
菇棚为桃园，农文旅融合发展彻底改
变了新岭的旧面貌。如今，6个品种的
桃花次第开放，与周边的畲寨和民居
相映成趣，宛若世外桃花源。

“桃园是村集体共同投入的，以
前收入主要依靠门票和水蜜桃销售，
增收方式相对单一。”据新岭畲族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美阳介
绍，为了拓宽增收渠道，新岭畲族村
今年又新开辟了垂钓基地、露营大草
坪以及拍照打卡点、儿童乐园、孔雀
园、小火车等项目。接下来还将利用
露营草坪发展乡村夜间经济，拓展旅
游新业态，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

云和新岭村：百亩桃园催生赏花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