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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
讯员 王莹）近日，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公布建筑师、工
程师下乡助力美丽宜居村庄
建设方案竞赛结果，龙泉市塔
石街道李山头村建设方案从
全省 61 个参赛方案中脱颖而
出，为 10 个优秀成果之一，系
丽水市唯一。

记者了解到，李山头村位
于龙泉市塔石街道，海拔 540
米，村庄呈现“黄墙青瓦依山
建，千亩梯田绕山行”之景象，
是一个集梯田风光、乡村古
建、非遗文化、艺术创作于一
体的中国传统村落。

近年来，李山头村依托得
天独厚的梯田风光，吸引了大
量摄影爱好者创作采风，已成
为丽水市摄影创作基地、浙江
大学城市学院写生摄影创作
基地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摄
影基地。

据介绍，李山头村美丽宜
居村庄建设项目，旨在通过传

统保护和改造提升，实现村庄
的现代化和艺术化，打造一个
宜 居 、宜 游 、宜 业 的 乡 村 环
境。项目围绕“居、游、艺、创”
四个核心功能，对农房、环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进行系统性规划和改造。

目前，龙泉市建设局已在
塔石片区设立建筑师下乡驻
村服务分站，采取“技术服务+
重点督导”的方式，为乡村规
划、建筑设计、浙派民居提升、
危房改造、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等提供全过程服务。

接下来，龙泉市建设局将
以打造“云阶乡见·咫尺意境”
为目标，重点改造李山头村浙
派民居农房，利用乡土建筑要
素，还原村庄原有风貌，为建
筑赋予民宿、餐饮、文化等多
元功能，将具有浙派民居特色
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与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重点
村等项目深度融合，实现组团
发展。

龙泉李山头村建设方案
入选省优秀成果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
讯员 柳琪琪）春耕时节，景宁
畲族自治县大地乡仙湖村的
高辣度辣椒育苗基地一片繁
忙，农户们正忙着装土、洒水、
播种……大家分工明确、相互
配合，描绘出一幅人勤景美的
春耕图。

与土地同步“播种”的，还
有 一 群 扎 根 深 山 的 青 年 干
部。“00后”乡干部陈伟雄拿着
手机，正使用新学的拍摄手
法，在田间地头帮着农户拍摄
宣传视频。“拍好一张照片、剪
好一段视频，乡亲们勤劳致富
的故事才能被更多人看见。”

青年干部“解锁”新技能，
得益于平日里“主动修炼”。
去年 12 月，大地乡立足实际，
积极探索学习新路径，创新开
设“青椒学堂”，以“学习分享
会”的形式，为青年干部搭建
起学习与成长的新平台。

与传统培训不同的是，
“青椒学堂”让青年干部走上
讲台“化身”讲师，通过“干部
教 教干部”的“互动学”模式，
激发青年干部主动学习、深入
研究的激情和热情。

“青椒学堂”学什么？青

年干部们立足山区实际，围绕
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现代化、干部能力提升等方
面，开展丰富多样的课程。如
市场营销研讨助力农业产业
升级，数字办公教学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摄影课程激发乡村
宣传创新。

“青椒学堂”有用么？当
事人最有发言权。“以前入户
走访时，村民问我‘辣椒怎样
卖得更好’，我只能照本宣科
讲政策。现在学了营销案例
和沟通技巧，我能结合农户实
际需求，帮他们分析市场、设
计销售策略了。”“95 后”驻村
干部张建鑫感慨道。

从听课人到授课人，从单
向输入到多维成长，青年干部
在学用结合中深化对基层工
作的理解，逐步从“新兵”成长
为“多面手”。如今，“青椒学
堂”已连续举办五期，青春与
乡土不断碰撞出别样火花。

大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徐承凯表示，接下来，将持续
深化这一创新机制，将其打造
为山区青年成长成才的“孵化
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青春活力。

景宁大地乡“青椒学堂”
解锁青年干部“成长秘籍”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
承慧）连日来，浙江三江源食用菌有
限责任公司车间内一片繁忙，经分
拣、包装的新鲜花菇装车发货，运往
杭州、上海等地的农贸市场，有订单
需求时，还会漂洋过海被远销至日、
韩、美等国家。

“松阳气候好，香菇质量优，我
们每天收购两万斤左右。”公司运营
人员吴世友介绍，看到松阳香菇产
业的聚集度和高产量，该企业于去
年底入驻松阳，租下了 800多平方米
的冷库，实现收购、仓储、分拣、包
装、发货“一条龙”服务。

近年来，松阳县紧紧围绕“农民

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收入结构逐
步优化”的目标，聚焦食用菌、茶叶
等本土特色产业，探索、深化招商引
资、直播电商等多种“造血”增收模
式，进一步夯实山区县群众的增收
基石，全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招大引强让香菇更“香”。为了
推动香菇产业做大做强，松阳县不
仅全力引进销售型企业，还在香菇
主产区的叶村、玉岩、枫坪等地推动
菌“料”棒工厂化生产基地建设，并
配套建设食用菌冷链物流中心场
地，在方便菇农产、销的基础上，有
效延长食用菌产业链。

“2019 年 全 县 的 菌 棒 规 模 是

5000万袋左右，到 2024年已经达到
7400万袋。”松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徐伟民笑着告诉记者，当地现有
菇农近 2500户，辐射带动 2.5万人就
业，种植花菇的亩均产值可达 7.5万
元，剔除成本后亩均收益在 3万元到
4万元之间。如今不仅香菇“香”，群
众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除了香菇产业，电商作为各类
传统特色产业的“助推器”也成为了
松阳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特色产
业”。当地春茶开采后，位于古市镇
的鲁记御香茶叶电商直播间就一直
很热闹，负责人鲁林均正和主播们
一起直播推介松阳茶叶。

“五年前我开始转型做直播，以
销售茶叶为主，去年最多一天卖了30
多万元，今年日均销售也保持在 3万
元至 5万元。”鲁林均说，做直播后，
他的茶叶销售渠道拓展到了安徽、陕
西、甘肃等地，运营的直播间也为附
近的村民提供了岗位，有几个原本不
敢上镜头的助播现在都开始主动学
习直播技巧，每月收入也越来越可
观。鲁记御香茶叶电商直播间还被
评为了县级示范“共富工坊”。

据悉，像鲁林均经营的这种电
商企业，在松阳有 2100余家，从业人
员超 1 万人。2024 年，该县网络零
售额达 60.94亿元。

招大引强 直播创收

松阳深耕特色产业筑牢增收基石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陈柔妤 王晓蕾）4月 13日晚，“萤光
森林·祯埠之夜”萤火音乐创作营开
营仪式在青田县祯埠绿道乡村日记
研学基地举行，音乐人、当地村民以
及各地游客，观萤火、赏音乐、逛市
集，共同开启一场充满诗意和创意
的浪漫之约。

晚上 6 时 30 分许，仪式在当地
小朋友带来的主题原创舞蹈《祯埠
一样的萤火》中拉开序幕，“小精灵”
们灵动的表演，将现场观众带入一
个浪漫的萤火童话世界。随后，国
内舞蹈演员和国际友人合作扮演的
萤火仙子，以优美的舞姿展现了别
样的萤火虫风采。《月牙湾》《时间列
车》《山水》《一万个瞬间》等一首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迅速点燃了现场
观众的热情。

“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当
晚和朋友专程从丽水赶来游玩的游
客刘柯言说，“在优美的绿道，欣赏
了许多艺术水准极高的表演，又看
到了浪漫的萤火虫，非常难得。”

开营仪式结束后，在萤火仙子
的引导下，现场观众纷纷走进绿道
赏萤打卡。只见草丛里、池塘边，点
点萤火如繁星闪烁，让人感觉仿佛
走进一个童话世界。同时，活动现
场还设置了共富市集，漆扇、山茶
油、农特产品、小吃等琳琅满目的展
品，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口福。

全长 10.5 公里的祯埠绿道于
2021 年被评为“浙江最美绿道”，这
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生态优良，
是得天独厚的萤火虫栖息地。每年
三四月份，大量萤火与沿途的花鸟
虫林，形成了八百里瓯江沿岸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当地推出
的“萤火市集”“赏萤研学”“星空下
的诗会”等“萤火虫+”模式，受到游
客追捧。去年，祯埠绿道共吸引游
客 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00 多

万元。而今年，音乐成了“萤火虫经
济”的新尝试。

“此次音乐创作营以萤火虫生
态资源为依托、以音乐创作为载体
的文旅融合实践，是祯埠镇探索‘音
乐赋能乡村振兴’的首个实践项
目。”祯埠镇镇长陈叶兰介绍，近年
来，通过举办系列“萤火虫+”活动，
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带动了当地
餐饮、住宿、农特产销售等产业发
展，还很好地促进了村民就业增收。

下一步，祯埠镇将以此次活动

为起点，以打造
青田县首个数
字音乐原创基
地为目标，通过
定期举办创作
营活动，吸引优
秀音乐人才和
团队前来创作
和展示，持续打
好“萤火”和“音乐”品牌，促进文旅
融合与产业升级，用文化持续为乡
村振兴赋能。

青田祯埠做活“萤火虫+”文章

共同富裕新征程共同富裕新征程

图为萤火音乐创作营开营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