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荒芜山地到现代农业园区，从散居村落到劳务输入地，左溪
镇精准的人力资源，有力保障了乡村振兴。等采摘季到来，“左溪
椒”将销往全国，并带动周边辣椒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

赤寿乡持续深化“民情地图”促服务工作机制，针对村民反
映的情况，组织相关人员实地开展调研分析，通过申报民生微实
事项目，积极推动问题解决，以“民情地图”精准锚定民心坐标。

当科技遇见土
地，传统的农业生产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
生 机 ，“ 归 巢 ”的 八
都 青 年 用 创 新 、实
干、科技和数字，打
破城乡界限，为小镇
注入青春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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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余庆 通讯员 叶俊彪 陈杰

“日薪 220元，还包吃住，比起在工地干活既轻松
又划算。”在庆元县左溪镇朝天椒基地，来自贵州省的
务工人员李德强感慨道。

庆元县左溪镇拥有大量的高山台地，且日照、温
度、雨水等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朝天椒生长。去年，
怀揣着“反哺家乡，带富乡亲”的热忱，在外打拼的吴
宏志回到左溪，规划了 1500亩朝天椒种植基地，亩产
预计可达 4000斤，产值超万元。

农业项目落地要赶“天时”，眼看一期 800多亩即
将开始种植，缺乏劳动力却让吴宏志犯了难。镇里一
方面组织周边低收入农户和留守村民“家门口”上岗，
另一方面想办法和企业一起到劳务输出地，“面对面”

“点对点”助力招工。黄先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闲置
的房间也清扫干净作为宿舍，满足工人吃住问题。

今年 4 月中旬，李德强与 100 多名来自云贵川等
地的务工人员搭乘“就业专车”，来到左溪镇朝天椒种
植基地工作。从老乡那听说左溪做工“蛮安逸”，贵阳

的王陆生也来投奔，“还有不少老乡打听着想来，种辣
椒这事儿，在老家就会干”。

左溪朝天椒基地横跨联坑、黄先、印柘等村，工人
们的到来，让这些乡村一下子“活了”。运苗、定距、破
膜、挖孔、栽苗，四五月的朝天椒基地最为忙碌。基地
旁的饭馆每天为工人提供餐食，月收入突破 2万元；村
民养殖的土鸡因务工人员需求大增，销量比往年这个
时候翻了一番；甚至连山上的竹笋、野菜都成了食堂
的抢手货。

目前，基地已与多家企业签订了采购协议，只等
采摘季的到来，“左溪椒”将销往全国，并带动周边辣
椒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

从荒芜山地到现代农业园区，从散居村落到劳务
输入地，左溪镇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通过跨省劳
务协作引入“外部活水”，破解了乡村发展难题。

“精准的人力资源引进，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打造集辣椒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辣乡左溪’，更
需要打磨符合本地特色、长久持续的人力人才招引机
制。”左溪镇相关负责人说。

庆元左溪：

“外部活水”破解乡村发展难题

□ 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梦雨 丁诗怡

“河边做了护栏，孩子出来玩我们大人都放心
了不少！”日前，松阳县赤寿乡对界首村狮子口自然
村沿溪河道两侧开展护栏微改造，村民刘月云为这
件民生实事点赞。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微改造涉及河道护栏
700余米，新的防护网格栅紧密，牢固耐用，同时融
入五彩编织网、宣传标语等创意元素，在提升乡村
安全保障水平的同时，改善了乡村环境风貌，为乡
村建设增添了新的亮点。

这也是赤寿乡深化“民情地图”促服务工作机
制的成效之一。今年以来，赤寿乡持续深化“民情
地图”促服务工作机制，驻村干部在走访中发现，狮
子口自然村河道护栏存在间隔过宽、部分位置过矮
等问题，入户过程中也接到乡人大代表及部分村民
对相关情况的反映。为此，赤寿乡组织相关人员实
地开展调研分析，通过申报民生微实事项目，积极
推动问题解决。

“安装护栏后，我们还组织村企党员干部、群团
干部、学生亲手绘制特色防护栅栏，同时开展应急科
普等工作，变‘隐患点’为‘打卡点’，进一步防止落水
隐患的发生。”赤寿乡党委副书记邓智霞说。

松阳“民情地图”促服务历经 15 年发展，是该
县践行群众路线、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载体。赤寿

乡全面实施“民情地图”工作法，常态化落实“三进
三访”机制，即“干部每周至少进村三次，周一集中
进村走访群众、拜访能人、接访诉求”，通过实打实
的下沉，面对面的交流，全面摸清村情底数，收集村
情民意，及时将村情底数转化为村情清单，需求信
息转化为工作清单，以“民情地图”精准锚定民心坐
标。

今年以来，赤寿乡以“民情地图”为载体，共推
动历史经典产业振兴项目、和美移民乡村建设、“三
治一提升”等 12 项重点工作，赤寿乡移民安居工
程、农村道路提升工程、“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等 11
项民生实事项目快速有序推进，已化解矛盾纠纷 34
起。

松阳赤寿：

用“民情地图”办实民生事

龙泉市八都镇中心街角，一间名
为“小镇咖啡”的小小咖啡馆里弥漫
着现磨咖啡的香气。几个月前，“00
后”女孩操雅琴顶着压力和质疑声逆
流而上，在家乡小镇开了这家店。开
业两个多月即收回大部分成本，令她
惊喜。“城市咖啡用来‘续命’，小镇咖
啡让人放松。不是乡村需要拯救，而
是我们需要被乡村治愈。”她笑着说。

这杯咖啡的香气，是八都镇被青
春活力悄然重塑的缩影。重塑的力
量，源于一群选择“归来”的青年。

咖啡馆不远处的“淡帛”服装店，
则弥漫着另一种青春气息。

2015 年，店主徐祖珊从福建回乡
创业，凭借差异化经营，她的店成了
当地热门打卡地，甚至吸引厦门、福
州 等 外 省 顾 客 驱 车 前 来 ，成 功 实 现

“消费逆流”。服装店月均销售额超
20 万元，成为小镇经济的新亮点。

当科技遇见土地，传统的农业生
产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小镇青
年蔡欢的故事便是科技赋能农业的
生动映照。

蔡欢的父亲毛月旺是“龙泉蔬菜
产业发展带头人”，2020 年，受父亲的
召唤，蔡欢从杭州归来。水肥一体化
精准灌溉、智能温控、远程监控……
利用所学知识，他在田间地头开启了
一场“大棚革命”。

“ 现 在 做 农 业 ，比 以 前 轻 松 多
了！”毛月旺感慨道。人工播种一天
顶多 120 盘，机器一天能播 2000 多盘，
效率提高近 17 倍。科技加持下，两个
基地种苗年产值达 600 多万元。

另一位“00 后”翁庆振引进嫁接
茄苗技术，亩产轻松突破 8000 公斤，
增产 20%以上，带动乡亲共享技术红
利。

科技落地离不开桥梁。毛大有

2014 年回乡创立农机公司，推广无人
驾驶插秧机、智能烘干设备等，成为
当地最大农机商，他本人也获评省农
机一线“土专家”称号。10 余年来，他
的农事服务中心服务了超 3000 户农
户，节约成本约 120 万元，助力龙泉水
稻机械化率突破 75%。

互联网打破了城乡信息高墙，赋
予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破界”的力量。

抖 音 百 万 粉 丝 博 主“ 小 红 妹 ”，
2021 年将直播间从杭州迁回八都田
间，镜头对准带着泥土的菌棒、挂着
露珠的果蔬。触动她的，是家乡优质
山货困于销路。她打造“电商直播共
富工坊”，年均销售农产品 360 多万
元，带动村民月均增收超 3000 元。

为促进电商抱团，八都镇盘活闲
置资源建成“乡村共富电商园”，为入
驻 团 队 提 供 免 费 场 地 、寻 找 合 适 货
源、对接低价物流、组织电商培训等

服务。“扶持力度很大，前景很好！”
“小红妹”入驻后，日均带动农产品销
量 500 余斤，销售额增长 20%。

“破界”的智慧也闪耀在“菌棒地
图”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江长冲，
2023 年从杭州回到八都，投身废弃菌
棒回收行业。他设计回收系统，绘制

“作战图”规划路线。仅两年，他的家
庭农场成为龙泉最大的废弃菌棒资
源化利用点，年产值破百万元。

“变废为宝，保护环境又带乡亲
增收，比城里打工更有意义。”去年，
他收购菌棒 1500 万棒，支付农户 30 多
万元，带动 300 多户增收。

咖啡香飘过稻田，直播间照亮山
货，无人机掠过田垄……八都青年用
创新、实干、科技和数字，打破城乡界
限，为小镇注入青春脉动。这股“归
巢”力量，正推动八都在共富路上，描
绘城乡共生新画卷。

小镇青年与乡土的双向奔赴
■乡村振兴“新农人”

□记 者 徐子涵
通讯员 兰启慧

操雅琴 蔡欢 “小红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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