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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万阜
乡试种了 60 亩的
浙贝母，为村集体
增加了 60 余万元
的收入。为推广
浙贝母种植，乡政
府通过强村公司
给每户赠送种子，
提供种植各阶段
所需的肥料、农药
和技术指导，确保
种植户收入。

■二审 潘凤群 ■终审 金小林

● 2019 年
担任社区书记
后，我坚持以服
务群众需求打
开局面，先后建
立微网格、阳光
商居爱心联盟，
开设“邻里帮”
小 程 序 ，依 托

“党群连心·网
格走亲”行动，
编织起掌握群
众“急难愁盼”
的信息网，坚守
千百“小家”、汇
聚幸福“大家”，
谱写现代社区
建设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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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深
耕社区一线的这 13 年，我从一名普
通干部成长为融合型大社区的“当
家人”，以自己的担当、务实、创新守
护居民“小家”，将东银苑社区打造
成和谐宜居的温馨港湾，唱响基层
善治“好声音”。

街区老旧、商居混住、物业质量
参差不齐，带来的是东银苑社区治
理“不小的难题”。2019年担任社区
书记后，我坚持以服务群众需求打
开局面，建立6个网格19个微网格，
依托“党群连心·网格走亲”行动，编
织起掌握群众“急难愁盼”的信息
网。在一次上门走访工作中，我得
知丽华小区居民安装监控意愿强
烈，但小区居民对社区归属感不高、
对物业满意度普遍较低，导致项目
缺乏牵头主体，迟迟难以落地。为
了实现居民的诉求，我搭建“一月一
会商”社区议事协商平台，通过“唠
家常”“做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信
任度。从一开始的寸步难行，到最
终以 99.5%的赞成率通过监控安装
表决，成功给丽华小区治安加上了
一把“安全锁”，我与社区干部也从
居民眼中的“外人”变成了无话不谈
的“自己人”。

服务好了居民，我又将目光落
在了辖区的众多商户身上，他们同
样是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子，力量
更是不可小觑。我致力于将他们拉
入社区共治队伍，先后吸纳辖区 78
家商户建立阳光商居爱心联盟，为
商圈中的流动党员成立临时党支
部 ，让 商 户 们 由“ 客 人 ”变 成“ 主
人”。借助他们的力量，社区累计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等公益活动 20 余
次，老年培训班、爱心暑托班、儿童
之家等项目纷纷落地，累计参与居
民2500余人次。商户与居民关系的
其乐融融，也为我在辖区常态化组
织邻里市集打下了基础。通过免费
为商户提供“共享摊位”，打造“商家
让利居民，居民‘反哺’引流”的消费
场景，既让居民收获了福利，又让商
户赚到了人气，大家纷纷夸赞。例
如 2024 年 1 月 18 日开展的“浓情腊
八·年货邻里市集”活动，共吸纳 13
家商户参与，单日营业额达到3.5万
元。

数年辛苦耕耘换取的是在辖区
“小有名气”，随着来社区寻求帮助
的群众越来越多，优化服务上自然
要“更进一步”。从数字科技浪潮中
汲取灵感，我组织研发开设“邻里
帮”小程序，内置朝露儿童之家、银
龄之家、阳光商居、曝光台及解忧信
箱等五大数字板块，同时将网格员、
物业、商户等都拉入线上服务队伍，
累计“一键式”服务 1000 余人次。

“线上”服务升级了，“线下”活动同
样也不能落后。2023年聚焦关怀辖
区老年群体，我整合社会各界资源
力量，打造莲都区现代社区建设明
星IP 活动“馒有福”，将每月22 号定
为“馒头派发日”，上门为社区孤寡
老人、高龄老人送出由本地商户手
工制作的馒头、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的生活用品等“暖心礼包”，该活动
目前共开展 12 次，累计发放馒头
5000 余个，惠及 102 名老弱病残群
众。

家和万事兴，“小家”和睦融洽，
“大家”方能幸福美满。作为一名新
时代社区党委书记，我将自觉坚守
千百“小家”、汇聚幸福“大家”，谱写
现代社区建设新的华章。

近日，青田县万阜乡垟斜村 200 亩
浙贝母进入开花季，嫩黄的“小灯笼”垂
挂枝头，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在该村的浙贝母种植基地，村民们
手拿摘花机，将贝母顶端的花朵摘除，
以促进浙贝母根系充分发育，使地下的
鳞茎膨大生长。“去年我们需要背着装
电池的摘花器进行作业，比较重。今年
新机器比去年轻很多，手上拿起来很灵
活，操作很快。”垟斜村村民刘木兵已经
是第二年来基地帮忙摘花了，使用了新
摘花器后，他一天可以摘 3亩左右。

万阜乡是青田县的传统农业乡，
2022 年适种浙贝母。适宜的生长环境
与气候，让浙贝母迎来丰收，村集体增
收 60 余万元。为提高全乡农民收入，
2023年底，万阜乡开始向各村推广浙贝
母轮种，以村干部带头试种的方式引导

各村农户一起种植浙贝母。通过强村公
司给全乡 12户试种农户，每户赠送试种
150斤种子，在提供技术指导的同时，还
为他们提供了浙贝母种植各阶段所需的
肥料、农药。而每户种植户只需在收果
之后，返还强村公司 210斤果子，其余的
贝母果强村公司也将以 18元/斤的价格
进行收购。

柘垟村就有 4户村民选择加入试种
的队伍，周小荣就是其中一位。

对于为什么要参与试种，周小荣对我
们解释道：“以前我们村里都是种植茄子、
刀豆等蔬菜。但是这几年蔬菜种植的效
益降低了很多，去年看到垟斜村种植浙贝
母效益不错，我就也想参与种植了。”

柘垟村一直以蔬菜种植为主，长期
单一化的种植导致土壤肥力降低，蔬菜
种植的效益也在不断下降。此外，茄子

等作物劳动力成本高且冬季无法种植，
导致村子里的不少农田一到冬季就处
于闲置的状态，长满杂草。“看着村里的
农田在冬天大面积抛荒，我觉得特别可
惜。作为村里的带头人，我想带动村民
致富，把浙贝母传到我们每片田里，变
成我们田里的‘黄金’。”柘垟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宝兰对我们说出了
自己内心的期盼。

“我们深化党委政府搭台、强村公
司运作、村集体组织、农户深度参与的
浙贝母种植模式。”万阜乡乡长殷叶夫
表示。万阜乡还将在 12 户散户种植成
功的前提下，向更多农户提供第一年无
偿种子借贷、专业技术指导、农药化肥
等政策帮扶，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打造
依托中药材种植的高山远山地区强村
富民新模式。

青田万阜：
全力推广浙贝母种植强村富民新模式

松阳县裕溪乡位于莲都、松阳、云
和三县（区）交界地带，辖区总面积 72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 2800 余人，工业基础
薄弱、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是
典型的“山区乡镇”。

山区镇有自身的不足，但也有其优
势。裕溪乡“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
盖率超过 85%，“山”从某种角度讲是发
展的先天短板，但其蕴含的葱郁的森林
植被，涵养出了品质上乘的水资源。这
里的水富含钙镁钾钠等微量元素，各项
指标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长寿
地区优质饮用水标准。

2015年以来，裕溪乡先后实施了近
1000亩的山地资源开发，为乡域后续发
展提供了要素。面对漫山的空地，裕溪
乡既不畏难，也未盲从，而是积极挖掘自
身资源，探索适合本土发展的产业模式。

看着潺潺溪水，裕溪人越来越强烈
地想把“水”变成“酒”。有了好水，还要
有好粮，裕溪人把目光瞄向了高山上
1000余亩山地开发出来的旱地，在这还
没有现代工业污染的广阔山地之间，良

好的生态环境为优质耐旱的高粱提供了
最有利的生长环境。在裕溪村民项小平
等人的带动下，50余户农户使用有机肥
种植高粱，产出的高粱穗颗粒饱满、品质
上乘，为美酒佳酿提供了优良的原料保
障。2019年，在裕溪村建成粗放型白酒
工坊，利用高山上产出的优质高粱，烧制
清香型白酒 10余吨，一时间受到了松阳
县域乃至丽水不少群众的喜爱。

村民们零星制作的“土”烧酒，虽然
有了名气，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客户
需求间如何实现链接？“生产端”与“消
费端”的有效通道如何打通？成为摆在
裕溪乡面前的难题。

面对困难，裕溪乡及时跟进、积极
探索，以打造“品味裕溪”品牌为载体，
抓住白酒质量与安全两大关键，对原有
的白酒工坊进行改造提升，打通产品原
材料基地、生产、销售等关键环节，推动
裕溪白酒走上市场、端上餐桌。

2023 年，裕溪乡投资 100 余万元对
制酒车间和制酒设备进行标准化建设，
确保产品安全保障、品质优良。同时通

过规范化建设，开展 SC认证申报，不仅
将白酒年产量增至 100 吨至 150 吨，还
实现产品价格翻番。

通过白酒工坊项目建设，村集体以
“租金+分红”的形式每年增收 30万元，
带动全乡高粱种植面积超过 500 余亩，
年产高粱 20余万斤，带动低收入农户增
收 30余户，农户年均增收 3000元，直接
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有效推
动闲置山地复耕复种，提升旱地种植的
经济效益。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同类山
地资源的产业化发展，为解决造耕地种
植效益低、没人肯种难题提供方案。

如今，裕溪乡又在探索“门店+定
制”的销售模式，着手推出“满月酒”“乔
迁酒”“女儿红”“红军酒”等个性化定制
产品清单；还利用裕溪村的直播间，积
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招引第三方合作
销售白酒，让裕溪白酒卖得更多更广。

“裕溪乡用‘好水酿美酒，好粮做琼
浆’的真情，让‘小产业’成为带动‘大民
生’实现‘大发展’的现实途径。”裕溪乡
党委书记何跃平说。

松阳裕溪松阳裕溪：：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助力村民增收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助力村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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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裕溪
乡 利 用 高 山 好
水 、好 粮 ，烧 制
清香型白酒，并
投资 100 余万元
对制酒车间和制
酒设备进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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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定制”的
销售模式，实现
产品价格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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