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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塘下村立
足传统资源优势，
积极探索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试
点工作，由村党支
部牵头成立蒸笼
合作社，通过“党
建+合作社+加工
厂+农户”运行模
式，提高产能、保
障品质。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高坪
乡凭借其独
特的原生态
资源禀赋，
不断扩大以
原生态果蔬
基地、养殖
基地为重点
的高山农业
产业规模，
打造出一条
区域乡村共
富 的 产 业
带；并大力
发展“高山
避暑经济”
和落实项目
建设，谱写
高山乡镇共
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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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群众
富、集体强。近年
来，鹤溪街道各
村，积极利用闲置
资产，大力发展集
体产业，形成了村
村有产业、户户有
股份、人人有分红
的喜人局面，实现
了农民增收、基层
稳定的发展目标。

高坪乡位于遂昌县西北部，平均海拔860
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乡镇，人称“云上高
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
天，这里有延绵30公里的万亩杜鹃；夏天，这
里有均温仅24℃的夏凉资源；秋天，这里有成
片梯田的丰收稻浪；冬天，这里有全市唯一的
户外滑雪。凭借其独特的原生态资源禀赋，
高坪成为了华东地区少有的优质天然森林氧
吧和远近闻名的旅游乡镇。

2021 年8月，我任职高坪乡党委书记，在
领略这个被造物垂青的地方的同时，也体会
到了其先天条件优越却长期低散粗放发展的
瓶颈制约。与丽水大部分乡镇情况类似，生
态是高坪的最大优势，发展是高坪的最重任
务，如何发挥生态最大优势、实现发展最重任
务，进而加快走出一条高山乡镇高质量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子，成为了摆在我面前
的当务之急。

靠山吃山，高山农业是高坪的传统产业，
也是优势产业。但面临着需求更高、竞争更
大的市场现状，我意识到农业发展不能只吃
生态老本，必须转型升级，在传统中创新。我
按照市委提出的“品质化升级、组织化发展、
数字化赋能”的三农发展战略，坚持规模是基
础，联合北部四乡镇建设果韵飘香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不断扩大以原生态果蔬基地、养
殖基地为重点的高山农业产业规模，打造出
一条区域乡村共富的产业带。其次，坚持品
质是根本，与浙大、市农科院、市林科院等专
业力量合作，完成氮磷生态沟渠、秸秆综合利
用等技改，有效地优化了田园生态、提升了产
品质量。还有更为关键的，坚持科技是核心，
依托博士智力资源新建博士创新站，逐步实
现农产品种苗快速繁育和标准化种植，以科
技赋能助推农产品量质双提高。2022 年，我
们指导国浩家庭农场新建订单式智能化蔬菜
工厂 40 亩，平风塘家庭农场成功入选首批丽
水市博士创新站名单，农业产业现代化之路
越走越宽。

高坪有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因此，刚到高
坪时，我就提出要把旅游业打造成为强乡富
民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我们大力发展“高山
避暑经济”，聚焦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银发一
族”，拓展暑期避暑康养市场。同时，提供菜
单式整改样板推动普通农家乐改造升级，并
持续引入中高端民宿，实现农家乐至中高端
民宿全乡良性分布。2022 年，高坪游客接待
超 40 万人次，拉动当地经济消费超 5000 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了9.35%。我们
还积极做好“冬奥热”下半篇文章，依托冬季
雪景及全市唯一的户外滑雪场，大力拓展高
山滑雪、赏雪等“冰雪经济”，突破传统乡村旅
游冬季游客少的短板。今年春节期间，北斗
崖滑雪场共接待游客超 6000 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300 余万元，展现了旅游业全面复苏、全
面回暖的良好势头。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我坚持“项目建设是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王炸’”，始终把项
目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主抓
手。2022 年，我们顺利完成了美丽城镇建设
省级样板乡镇创建，提升项目建设 23 个，完
工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结对帮扶项目箍桶丘
兜底安置中心，建成邻里中心、健身公园、物
流配送、星级公厕等配套项目。今年春节后，
我们又迅速开工建设投资 1800 万元的高坪
水厂项目，加快推进投资1.5亿元的龙井坑水
库项目，全乡“大干项目、干大项目、干好项
目”的奋进氛围日益浓厚。

推动高坪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
面进步，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将始终坚持
生态致富发展道路，更好地把高坪的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依
靠奋斗实干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谱写高山
乡镇共富新篇章。

“去年，8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营
性收入全部超过 15万元，村集体总收
入超 100 万元以上的村 4 个……”这
是景宁鹤溪街道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优异成绩。

产业兴、群众富、集体强。近年
来，鹤溪街道各村，积极利用闲置资
产，大力发展集体产业，形成了村村
有产业、户户有股份、人人有分红的
喜人局面，实现了农民增收、基层稳
定的发展目标。

“一天工钱 150块，这比以前到处
打零工好多了！”近日，正在“畲药谷”
药材基地里栽种药材的鹤木岭村村
民雷小丽说道。去年 9月，鹤木岭村
利用村中丰富的林地资源，成功引进
浙江五养堂畲药健康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开始规模化种植中药材，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目前已完成三叶青、
灵芝种植 300余亩。建成投产后，每
4 年预计可生产灵芝、三叶青等药材
500 吨，经济效益达 5000 万元，带动
该村村集体年经济收入 4万余元。同

时，同时还让村里 40多名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 2万余元。

鹤溪街道始终坚持把“村企合
一、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共建共享”
的原则贯穿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全过程，采取“支部+企业+农户”的
发 展 模 式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生 态 产
业。通过利用惠明茶、畲医畲药等
优势特色产业，在培优育强的基础
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深加
工、运输、贮藏等相关配套服务增加
集体收入。

“现在村里成了旅游景点，环境
变美，更宜居了，还能在家门口找到
事情做。”10年前，东弄村村民蓝美珠
主要靠务农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东
弄田园综合体项目运营后，她在“家
门口”找到了参与迎宾、畲歌表演的
工作。2019年，通过公开招商引进企
业，东弄村将老村房屋、土地等资源
资产打包，参股成立了浙江耕心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来负责综合体项目运
营管理。项目建设运营以来，直接带

动了周边农家乐、菌菇、茶叶等产业
的发展，每年村集体也可获得 15万元
项目分红。

鹤溪街道还积极利用各村闲置
或低效使用的农房、村委办公楼、荒
山林地等集体闲置资产，增加集体收
入。鼓励乡村大力引进企业、合作
社，推动资产变股份，壮大集体实
力。目前，各村已盘活集体资产 32
处，引进各类小企业 9 家，推动了文
旅、研学、来料加工等产业的发展，每
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共计 600 余万
元。

鹤溪街道党工委书记叶康表示，
让产业发展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动力之源。今年，鹤溪街道将围绕

“产业兴县”发展布局，不断推动各村
创新发展思路，持续盘活资源“沉淀
池”，让各村各施所长、各展所能，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打好发展村集体经
济“组合拳”，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

“一池春水”。

“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活动就接
到了 50 多个蒸笼订单，收入 4000 多
元，这可比在外面打工好得多。”近
日，在缙云县古塘下村五云街道蒸笼
直播间，源源不断的订单让村民林新
村激动不已。

近年来，古塘下村立足传统蒸笼
制作优势，积极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试点工作，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
蒸笼合作社，通过“党建+合作社+加
工厂+农户”运行模式，提高产能、保
障品质。依托蒸笼手工艺产业，该村
2022年收入达到 2800多万元。

走进古塘下村，随处可见家庭式
蒸笼“作坊”，大大小小的蒸笼晾晒在
房前屋后，与古朴村落构成一幅古韵
悠长的乡村画卷。“小小的蒸笼，看起
来不怎么上眼，但已成为古塘下村致
富的一个品牌。”古塘下村党支部书

记林映楚说。
蒸笼是古塘下村传统工艺品，相

传，古塘下村的蒸笼产业距今已有
170 年历史。清咸丰时期，古塘下村
的匠人们制作的蒸笼器具就远销杭
州、温州、宁波等地，为当地带来了红
火的生活。

“破竹、去青、刨光、片篾、钻孔、
做框、扎笼格……历经数十道制作工
序，一个蒸笼才算做好。”有着 10多年
制作蒸笼经验的林新村说，从他记事
起，家人就以编制蒸笼为生，后来林
新村子承父业，也从事制作蒸笼这一
行业。“传统工艺的优势，促使我们向
外推广本地蒸笼，并在村中办厂承接
订单。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蒸笼越来越受人欢迎，蒸
笼生意越来越好。”

穿梭在古塘下村，随处可见制作

蒸笼的村民。50岁的村民林伟丹，以
计件方式为蒸笼加工厂加工后续环
节，每天可收入 200多元。

“蒸笼厂的生产工序部分已被机
械设备代替，但许多关键环节还需靠
手工才能完成。”林映楚说，古塘下村
蒸笼从业者基本以 40岁到 70岁的中
老年人为主，每天的收入在 200 元-
300 元左右，每年 10 多万收入，生活
相比过去好上不少。

五云街道党工委委员陈鑫旺表
示，五云街道将持续深化“四城一
体”党建联建机制，深入推进千万农
民素质提升工程，以电商直播培训
等方式培育一批农特产品主播，搭
上“电商+直播”发展快车道，以直播
形式助农增收，促进乡村人才、产业
双振兴。

缙云古塘下村：
小蒸笼撬动致富“大产业”

景宁鹤溪街道景宁鹤溪街道：：
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