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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叶慧俊
回乡创办家庭农场，他
不断积累种植经验，并
根据长势情况和市场
需求，着力选择高品
质、高附加值、高收益
的果蔬。最终，他选择
了以阳光玫瑰葡萄为
主的差异化农场发展
模式，闯出了自己的生
存之道。去年农场产
值近50万元，还实现了
集种植、采摘、打包、销
售于一体的“共富工
坊”，带动低收入农户
12 人，年人均增收近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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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宁沙湾镇七里村严坑自然村
的桃园基地，千亩桃花竞相绽放，与远
处青山、近处油菜花田交相辉映，形成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各地游客纷
至沓来。

这片桃林位于海拔 600米以上的
山上，每天前来赏花的游客近百名。
不少游客还提前向基地负责人陈越红
预订今年夏季成熟的桃子。

陈越红来自杭州，2017年，她来到
严坑自然村发展桃产业，成立了景宁
越红家庭农场。眼下，她的基地已经
种下了 5个品种共计 3万余株桃树，年
销售收入达数百万元。

“正常的情况基地产量还可以，
平均一棵桃树的产量有 40—50 斤。
水蜜桃成熟的季节，许多来自上海、
杭州等地的游客会上门采摘。”陈越
红说道。

严坑有花，也不止有花——依托
“桃花经济”，当地民宿、农家乐、土特

产销售等产业持续升温，一条以“花”
为媒的乡村振兴之路正焕发勃勃生
机，美丽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经济

“产值”。
严坑自然村曾经是地质灾害隐患

点，村民下山搬迁后，大量土地闲置。
随着桃园基地的建设，土地闲置的现
状改变了。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收租
金、入园务工挣薪金”实现双增收：荒
坡地流转给桃园基地，户均年租金超
万元；50余名留守中老年村民变身“桃
园管家”，从事除草、剪枝、疏果等工
作。

“在基地干活一天能有 200 元的
收入，再加上租金，村民一年也能有几
万元的收入。”沙湾镇七里村村委副主
任潘昌根说道。

在此基础上，村里还衍生出了民
宿餐饮、特产加工等新业态。在距离
桃园基地车程仅 10 分钟的梅兰山居
民宿，负责人徐杰正忙着翻炒招牌菜

酒糟大肠。临近中午，来到他店里用
餐的游客坐满了 10桌。

赏花季，徐杰店里的游客数量翻
了一番。他还准备了各式土特产供游
客购买，进一步增加民宿收入。“土豆
干、豆角干、野菜干等土特产特别受顾
客欢迎，民宿去年的毛利润在 150 万
元左右。”徐杰说道。

眼下，沙湾镇突破“春花独放”的
传统农旅模式，以严坑千亩桃园为核
心，串联高山梯田、森林峡谷、清凉水
系等生态资源，打造“四季有景、全域
可游”的山水经济带。2024年，七里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110.9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7万元。

沙湾镇副镇长徐东飞表示，接下
来，沙湾镇将着力打造何处村万亩梯
田农旅项目，让闲置的土地和房屋流
转出去，让更多村民返乡就业，努力
实现 2025 年农旅收入增长 20%的目
标。

景宁沙湾景宁沙湾：：
生态生态““颜值颜值””变经济变经济““产值产值””

■■记 者 叶浩博
通讯员 叶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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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三下村
日”这一创新工作机
制推出以来，屏南镇
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保障项目快落
地，并将其纳入镇村
干部年度综合考核，
与 年 度 绩 效 相 挂
钩。截至目前，屏南
全镇已初步谋划 37
个村级项目，涉及人
居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产业发展
等板块，下发8个工
作提示单，收集9份
走村联系册、60 张
成效统计表。

叶慧俊和他的“阳光玫瑰”。

依 托“ 桃 花 经
济”，景宁畲族自治
县沙湾镇以七里村
严 坑 自 然 村 为 核
心，串联高山梯田、
森林峡谷 、清凉水
系等生态资源，打
造“四季有景、全域
可游”的山水经济
带 ，美 丽 生 态“ 颜
值”持续转化为经
济“产值”。

在龙泉市屏南镇坪田村，镇干部、
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参与建设的林
业共同富裕综合体项目，这些天迎来
了建设高潮。党员群众齐上阵，镇村
两级干部一线办实事，解难题，管进
度，牵紧项目建设“牛鼻子”。

今年 1 月，龙泉为深化技能型干
部队伍建设，创新推出“周三下村日”
制度，把每周三固定为乡镇（街道）干
部“下村办实事日”，重点帮助联系村
社精准谋划一批共富项目，办好群众
急难愁盼事，切实提升乡镇（街道）干
部联农带农、兴农富农的技能本领，推
动村集体和百姓增收共富。自这一创
新工作机制推出以来，屏南镇树立“项
目为王”理念，保障项目快落地，并将
其纳入镇村干部年度综合考核，与年
度绩效相挂钩。

如何确保椴木香菇与灵芝顺利落
地？如何高效处置椴木？屏南镇干部

队伍亲力亲为，一线办公，旨在促进项
目招投标迅速落地。“这片山林有 400
多亩，主要发展林下经济，种植灵芝、
香菇和黄精。如今租给屏南镇强村公
司，每户农户每年可获得约 2000元收
入。”坪田村党支部副书记叶利仁看着
即将落地的林业共同富裕综合体项目
高兴地说。

“现在游客预订多吗？还有什么
问题需要我们帮忙解决？”屏南镇合兴
村驻村干部近日再次来到“时节上畲”
民宿，了解村民经营情况。

“时节上畲”民宿 3月份开始试运
营。在“周三下村日”走访中，民宿管
家向来访的村干部和乡镇驻村干部反
映了电压不足的困扰。得知这一情况
后，屏南镇第一时间联系电力等相关
部门，实地勘察并迅速解决了民宿的
困扰。

“‘周三下村日’是转变干部作风、

推动服务下沉的重要举措，更是有力
推进项目保障、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
一环，‘下村办实事日’让老百姓感受
到镇村两级干部谋定项目、大干快上
的决心。”屏南镇党委书记杨金福这样
说。

截至目前，屏南全镇已初步谋划
37个村级项目，涉及人居环境、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板块，下发 8
个工作提示单，收集 9份走村联系册、
60张成效统计表。

不仅在屏南镇，龙泉市通过“周三
下村日”机制，各级干部谋项目、抓项
目、管项目的氛围日渐浓厚，既要在一
线实践中成长，更要在学习培训中增
强业务本领。未来，龙泉市还将利用
乡村干部技能学院、共富学堂等阵地，
提升乡镇干部抓项目促共富的技能水
平，确保每位干部至少掌握 1 门共富
技能。

龙泉屏南：沉到一线去 办好暖心事

这两天，龙泉市 石街道瞿
源村聚源家庭农场负责人叶慧俊
正忙着培育新的果苗。“我从一开
始就想着回家创业，虽然农业这
条路我是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
河，但是现在我种植的阳光玫瑰
葡萄凭着香、甜、脆的品质在市场
上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源。”他说，
农场里单这一个品种每年的亩产
值就能达到8万元。

2017 年，叶慧俊回乡创办家
庭农场，从毫无经验到定制化供
应，他闯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基础设
施落后，种植技术传统，瞿源村的
水果蔬菜在市场中没有竞争力，
农业发展转型之路一直走得很艰
难。“之前村里也有搞家庭农场
的，但是都没有坚持下来，创建聚
源家庭农场时大家都不看好我，
认为在深山老林中种水果没有出
路，我压力很大。”

一开始，叶慧俊挑选了葡萄、
柑橘、猕猴桃、甜桔柚等数十种适
合山区种植的水果和蔬菜进行试
验，并着手建设葡萄新品种栽培
基地、柑桔新品种实验基地和猕
猴桃新品种选育基地，不断积累
种植经验，并根据长势情况和市
场需求有条件地淘汰种植品种，
着力选择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收
益的果蔬。

最终，他选择了以阳光玫瑰
葡萄为主的差异化农场发展模
式。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
他还主动向浙江农林大学的老师
请教。在不改变果园自然环境的
基础上，通过生草栽培、果实套
袋、绿色防控等人工精细化培育
和技术稳控化种植的模式，最大
程度实现水果生长的自然状态，
最大程度减少人为的实质性干
预，通过有利条件的释放达到成
果优良品质的自给自足。

“我每天都在田里，不管是施
肥还是打扫卫生，都是一步一个
脚印干出来的。”因为农场的阳光
玫瑰葡萄果香、味甜、貌好、肉脆，
市场上能够以每斤近30元的价格
畅销。因为供不应求，近两年他
的葡萄仅售卖给老客户。

放眼望去，叶慧俊的农场里
有葡萄、桃、梨、柑橘、大白菜等多
个品种的果蔬，去年产值近 50 万
元。农场还实现了种植、采摘、打
包、销售于一体的“共富工坊”，带
动低收入农户 12 人，年人均增收
近8000元。

山区果蔬对物流运输的时效
性、通达性要求更高，为了打通果
蔬外运的“最后一公里”， 石街
道实施了 石至瞿源、瞿源至李
山头等通村公路的改造提升，G25
龙泉东高速改建和仙居至庆元公
路的续建让瞿源村不再成为山区
闭塞之地。同时，以农业基础设
施改造升级为契机，投资200多万
元实施瞿源村、李山头村等村的
农田高标准改造，进一步提升农
业生产水平，为接下来全流程机
械化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田更
肥了、路更宽了，叶慧俊的“阳光
玫瑰”也在努力生长。

■乡村振兴“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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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鹏飞
何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