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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旦乡围绕
和美乡村建设，
紧 跟 乡 村 电 商
直播热潮，强化
产业支撑、加速

“双招双引”，打
赢了从“灵气不
足 、产 业 小 散 、
名 气 不 靓 ”到

“ 侨 乡 后 花 园 、
品质新章旦”的
乡 村 振 兴 翻 身
仗。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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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章旦青田章旦：：
电商直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家人们，我们的东魁杨梅，个个都
有乒乓球这么大，吃起来又甜又爽！”

“城区的朋友，无论周末、节假日，
只要十几分钟车程，就能到章旦星空庄
园享受美景美食。”

……
6 月 2 日下午，青田县章旦乡兰头

村举办了一场“线上直播+线下体验”的
电商直播活动，带货特色农产品，“打包
售卖”美丽风景。活动现场，直播带货
声此起彼伏。他们身穿民族服饰，背靠
秀美山色，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在抖音
直播平台卖力吆喝。在他们的身旁，陈
列着杨梅、山茶油、笋干、竹编、进口商
品、咖啡、西点等美食和工艺品。每个
展位前人头攒动，场面火爆。

近年来，章旦乡以“一芯三园，一廊
多支点”的发展战略，围绕和美乡村建
设，紧跟乡村电商直播热潮，强化产业
支撑、加速“双招双引”，打赢了从“灵气
不足、产业小散、名气不靓”到“侨乡后
花园、品质新章旦”的乡村振兴翻身仗。

电商直播作为网红经济的宠儿，在
打通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了让电商
直播在乡里落地生根，把流量变现的

“密码”掌握在自己手中，章旦乡依托强
村公司引进专业设备，设置专业课程，

为重点就业人群、返乡创业青年和农民
等群体提供电商直播技能培训、团队孵
化、政策咨询、资源对接和品牌推广等
服务。

今年 4月，章旦乡举办首场电子商
务网络直播培训会，提高乡村两级干部
队伍数字化能力和电商产业服务能力，
并为有意向电商创业的村民提供知识
体系支撑和技术指导。通过对参与培
训人员的能力考察，以及对后续个人自
荐和村级组织推荐人选的综合筛选，挖
掘储备了 16名有意向直播创业的本土
人才，孵化了一支符合农村特色的直播
队伍，并在此次电商直播活动中以“扁
担郎”“阿旦嫂”的身份首次亮相。

“原本我在温州做短视频相关的工
作，有了一定经验以后，就想自己创业，
恰巧乡里在扶持电商直播产业，我就想
着回家看看。”章旦乡双垟村的 95后青
年陈珊珊说。除了厚植创业沃土，吸引
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章旦乡还充分发挥
侨乡优势，通过举办华侨乡贤联谊会、
创建华侨文化示范村、串联寻根文化路
线等方式，引导侨资回流。章旦乡星空
露营基地就是由章旦村归国青年孙家
乐投资打造的，集现代农业研学、文化
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逐渐成为了周边市民的热门打卡点。

今年“五一”期间，露营基地累计接待游
客 2000 余人次，带动农旅收入 10 余万
元。

章旦乡坚持敞开大门“走出去、引
进来”的开放态度，蹄疾步稳扎实推进

“双招双引”工作。今年 4月份，章旦乡
成立考察团到义乌考察学习电商、物
流、仓储等产业发展情况，并成功与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义乌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院地合作协议，
为本土电商创新创业争取到了一个强
有力的“智慧大脑”。值得一提的是，章
旦乡电商直播“共富工坊”建设、电商直
播培训以及此次电商直播活动，都有该
学院在背后提供技术支持。今年以来，
章旦乡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个，引进
华侨总部经济项目 4个，不断为乡村发
展注入“原动力”。

本次活动还举行了后花园“共富工
坊”直播基地的揭牌仪式、“扁担郎”“阿
旦嫂”电商农创客队伍授旗仪式以及微
视频创作大赛的启动仪式。

章旦乡党委书记朱丽蔚说：“想要
让村子美起来，村民富起来，‘产业+项
目+人才’文章，是乡村振兴的必由路
径，更是推动章旦发展的‘金钥匙’，章
旦一定会持之以恒拿好拿稳这把‘金钥
匙’，助力共同富裕。”

2021 年 9 月，我从市直机关到莲
都区黄村乡任党委书记。上任伊始，
通过带队调研，我清醒地认识到，守护
好绿水青山，让黄村乡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不掉队、赶得上”是最重要的
考题。

黄村乡位于莲都区东北部，距离
丽水市区 21 公里，与青田、缙云接壤，
全域“九山半水半分田”，生态资源秀
美丰富，境内溪流交错纵横，是一个典
型的山水之乡，丽水市区主要饮用水
源地的黄村水库就位于黄村境内。

黄村水库是丽水市区人民的“大
水缸”，承担市区 90%以上饮用水保供
任务。保护饮用水源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于是我便开始思索，如何进一步加
大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力度。我决
定抓住数字化改革的契机，打造出“黄
村水库上游村庄水源保护绩效应用”，
实现环境监管、多维预警、数据掌握、
闭环处置全流程数字化，持续巩固提
升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让“治水”变“智
水”。

“这次我们村有 6.9 万的治水护水
奖补，保护水源就有钱拿，村民们都干
劲十足。”严鸟村的村干部兴奋地说
道。得益于去年出台的《优化黄村乡
绿色发展生态奖补机制》，我们将饮用
水水源保护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根据

“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
原则，按考核结果拨付补偿资金，激励
各村开展护水工作，形成同频共振、协
同发展的浓厚氛围。今年，“护水村”
共获得治水护水奖补 48 余万元，较大
促进村集体增收，村民们对守护好自
己的“金河流”愈加有干劲。

做足“水文章”的同时，还要念好
“山字经”。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黄村
乡有充足光照资源以及农村建筑屋顶、
荒山等闲置资源，于是我决定借助这样
的优势，引入华能（丽水莲都）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共建 30 兆瓦光伏项目，充分
利用探索“光伏+”模式，种植黄精、茶
叶等农林作物，实现多种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预计今
年 9 月份实行并网发电，每年可为村集
体和村民增收 60 万元。同时，对于高
山偏僻群众来说，一定程度存在“一方
水土富不了一方人”的困境，因此我乡
全力推进“大搬快聚 富民安居”工程，
鼓励群众从山里走出来，2022年共搬迁
461 户 963 人，谱写了一曲高山移民实
现“城里有房、城里有家、城里有活、城
里有戏”的共富奋斗曲。

“村级事务阳光票决制”起源于黄
村乡，并多年在莲都区推广实践，是全
新基层治村模式，在推进产业发展、民
主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较好成
效。“基层治理好不好，决定人民群众
幸福感高不高”，如何优化完善治理体
系和治理模式，是我不断思考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我们紧跟“全面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对“村级
事务阳光票决制”进行全方位迭代升
级，打造“阳光议事”“阳光票决”“阳光
评议”“阳光监督”四位一体的全流程
阳光治理机制，让村民从“不会议”“不
愿议”转变成“我要议”“踊跃议”，使得
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都有
所保障，村民对村务的参与积极性、对
村务决策的满意率实现“双增长”，推
动了组织凝聚力、团结向心力和集体
战斗力的增强。

山水养人，产业富人，治理育人，
黄村乡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努力探索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黄村路径”，打造共同富裕的山
区样板。

“以茶为纽带，大源将继续发扬优
势，讲好茶故事、做好茶文章，做长产业
链，富民又强村，提升幸福感。希望各位
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三地‘共富联合体’，
让茶叶之香飘满三地，让小小的茶叶成
为机遇之茶、生态之茶、致富之茶。”缙云
县大源镇镇长陈君锋抢先说出了自己的
观点。

“茶叶也是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
但与缙云黄茶相比仍存在差距。我们
也通过建立共富茶工坊、共富直播的方
式对茶农进行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支
持。希望以后与大家多进行交流，互相
学习好的经验。”永嘉县界坑乡统战委
员王文佐紧接着说出了自己心声。

……
近日，在缙云县大源镇龙坑村的黄

茶特色农业科技园区内，一场以“加快
台丽温三区边境茶产业共富发展”为主
题的“民生议事堂”活动如火如荼开
展。来自缙云县、仙居县、永嘉县的政

协委员、企业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茶农共叙茶缘、共论茶事、共谋发展，共
同为“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纷纷发
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缙云县大源镇、仙居县安岭乡、永
嘉县界坑乡三地的地域相邻、资源相
近、产业相似，但相对地处偏远，如何让
山区的老百姓发展好茶产业，使钱袋子
鼓起来，是当下共同探讨的一个方向。
缙云、仙居、永嘉三地通过党建联建、三
地协商、产业发展等方式助推茶产业发
展，三地政协多次组织政协委员实地调
研，走访考察了仙居县仙玉叶茶业有限
公司、缙云县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区等
单位，实地调研并听取了相关情况介
绍，详细了解茶产业发展面临的痛点和
难点。

为了进一步推进茶产业人才梯队
培育，加快推动农文旅深入融合发展，
打造台丽温三区边境茶产业“共富联合
体”，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指引下，台丽温三区大力实
施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战略，推动茶
产业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主导产业，
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的支
柱产业。三区的村民们始终保持着“种
好每一片茶叶”的初心，推进无公害茶
园、生态茶园和有机茶园建设，出产的
茶叶品质和产量逐年提升。

缙云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核心区就
在缙云县大源镇龙坑村。2022年，龙坑
村已种植缙云黄茶约1500亩，产值4000
余万元，人均增收 1.1万元。去年，这片

“金叶子”还漂洋过海，在德国“闪亮登
场”。今年3月31日，在大源镇第二届黄
茶春采节上，来自上海、苏州、南通的 3
家企业以 1660万元的总价认领了位于
大源镇龙坑村的 150亩“共富茶园”。缙
云大源的这片“金叶子”，不负众望地写
出了“大文章”。参加活动的代表们在考
察大源镇龙坑村的黄茶特色农业科技园
区时，纷纷点赞了缙云黄茶。

缙云大源：以茶为媒 打造台丽温三区边境“共富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