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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 通讯员 雷丽丹

本报讯 一大早，一群来自景宁的游客就带着党旗和

党徽到达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他们在革命纪念碑下

聆听当年的烽火岁月，在粟裕大将的雕塑前怀念红军英

雄，在纪念馆和古战场探寻红色遗迹。

2019 年 4 月 28 日，总投资 4000 万元的“斋郎军旅小

镇”暨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项目正式开工，

有效带动村内红色旅游的发展，也使村内红色古迹得到更

好保护。

1935年 4月，被粟裕大将称为“关键性一仗”的斋郎战

斗打响，给斋郎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财富。如今，斋郎村

探索出一条红绿双色同频共振的发展之路，以红色旅游业

和绿色生态农业来激发革命老区的新动力。

斋郎村是浙江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宜人的生态环境

尤其适合高山蔬菜生长。此前，斋郎村通过土地流转，盘

活了村内 500多亩农田、17000多亩林地，发展高山蔬菜、

中药材、红米、覆盆子等产业，进一步提升村集体经济活

力。而今年浙江省肿瘤医院和斋郎村签订了 110 万元的

农副产品帮扶收购协议，更是为斋郎村的绿色生态产业注

入了一剂强心剂。

下阶段，斋郎军旅小镇建设的思路是“红+绿+古”。斋

郎村将引进投资商帮助运营，促进红色资源价值转换；继续

做好高山生态农业，扩大“红色斋郎”“百山祖 1856”等农产

品品牌影响力。此外，斋郎村将持续做好古村落保护工作，

真正让“红绿古”成为斋郎的特色，带动村庄的发展。

发展红色旅游 壮大生态农业

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
谱写老区红绿融合新篇章

□ 通讯员 胡惠菲

本报讯 眼下，在庆元县荷地镇联丰村的食用菌基地

里，黄金菇、猴头菇等食用菌长势良好，产品畅销广东等地。

联丰村党支部书记吴世栋表示，近年来，村民外流导

致了土地大量闲置。2019 年，荷地镇党委专门组建党员

工作小组，将村民丢荒的土地“连连看”，形成土地“储备

库”，建立土地预流转机制。日后，只要项目一引进，即可

立即激活“沉睡资产”。

借助土地预流转机制，荷地镇党委积极谋划发展大型

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培育特色

产业，形成“庆元 800”品牌聚集地。下一步，荷地镇党委

将以更大的力度推广荷地土地预流转机制工作。

不同于荷地的“点亮”荒地，岭头乡则是为产业升级流

转土地。岭头乡南峰片区现有茭白种植面积 3000亩，为了

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岭头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把服务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党建工作的突破口，通过

“党员+土地流转+农户”模式，引导带动农民群众积极参与

土地流转，让农民真正感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实际效益。

近年来，庆元县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模

式，创新流转方式，通过为流转土地引进新产业，使土地

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水平进一步提高等，实现产业富农、

产业兴旺。

同时，庆元县出台了《庆元县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意见》，进一步明确土地流转的基本原

则、具体举措、奖励措施等。据统计，截至目前，庆元县累计

流转总面积 7.7万亩，土地流转率 36.46%。庆元县各乡镇

（街道）正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用于发展中药、食用菌等

重点产业，土地流转初步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投资

获利的多元共赢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党建引领加快土地流转

庆元为乡村振兴
注入“源头活水”

□ 通讯员 吴梦飞 练玉萍 吴欢笑

本报讯 眼下，正是蜜蜂忙着采蜜的时

节。走进海拔 1400米的庆元县百山祖镇黄

皮村，路边一溜摆满了一个个四四方方的

蜂箱，礼银家庭农场负责人富雅丽正在小

心翼翼地从蜂箱里取出蜂脾。

“取成熟蜂蜜，就是要取封盖里边成熟

的原蜜，刚制成的蜂蜜有很多气泡，那是活

性酶，土蜂蜜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在取

蜂蜜现场，富雅丽向庆元县融媒体中心“三

农助力团之记者来带货”的主播介绍。

新鲜采摘下来的蜂蜜还要进行筛选、

过滤等几个步骤。富雅丽用的是最原始的

方法：先将蜂脾上的水蜜甩掉，再把蜂蜡割

掉，放入摇蜜机，摇蜜之后再倒入网纱过

滤。过滤后的蜂蜜，没有花粉，既不会变质

也不会影响口感。

礼银家庭农场养殖的蜜蜂是本地的土

蜂，不需人工饲养，采集一年四季所有野山

花的花蜜成分，在美容、减肥、养生方面效

果更好，深受消费者喜欢。蜜蜂不仅是自

然环境的监测员，通过授粉还当上了保持生

态系统稳定的“媒婆”。

“土蜜蜂个体比较小，采蜜量相对也较

低，一年仅能取一到两次蜂蜜。”富雅丽说，

当初选择在黄皮村养蜜蜂，主要是看中这里

的生态环境好。高海拔、高负氧离子、原生

态无污染的绿色环境造就了蜂蜜独特的品

质和口感。

采蜜时节是富雅丽最高兴的时候，抖

蜂、摇蜜、取蜜……虽然每天在忙碌，生活很

是枯燥，但对富雅丽来说，这甜蜜事业还能

助农增收，生活苦但心里甜。

了解到部分贫困户由于缺乏技术和经

验，存在养蜂规模小、蜂蜜销售渠道不宽等

困难，富雅丽建立助农基地，承担起了为 29
户贫困户“托养”中华蜂的任务。

“我们有 500箱左右的蜂箱，一年产量有

四五千斤，目前有 29户贫困户的 290箱中蜂

托养在这，到年底就会给农户分红，而且每

一户都可以参与中蜂养殖学习。”富雅丽表

示，农场有自己的技术，就想尽一点绵薄之

力，给贫困户提供技术，帮助他们脱贫增收。

庆元大山里的“甜蜜事业”助力贫困户增收

□ 通讯员 胡松

本报讯 7月 16日，庆元县委书记蓝伶

俐带队走访省交通运输厅、浙江交工集团，

汇报省级结对帮扶工作和交通工作，对接

争取重大交通项目支持。

在省交通运输厅，蓝伶俐向省交通运

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利幸汇报了庆元落

实省级结对帮扶和交通工作情况，向省交

通运输厅长期以来对庆元发展的支持和帮

助表示衷心感谢。

蓝伶俐说，在省厅的鼎力支持下，决胜

小康之年的庆元扶贫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取得了阶段性丰硕成果。同时，重大交通

扶贫和对口支援项目稳步推进，重大交通

谋划项目进展顺利，“四好农村路”建设成

效明显。当前既是扶贫开发的关键时期，

也是庆元干事创业的最好时期，希望省厅

一如既往支持庆元，共同开好帮扶团组会

议，共同深化产业扶贫，共同加强人才科技

合作，共同推动扶贫项目加快落地，形成厅

县合作的示范窗口。

听取汇报后，陈利幸充分肯定了近年

来庆元取得的发展成绩。陈利幸指出，作为

省级结对帮扶庆元团组的组长单位，省交通

运输厅将全力以赴帮扶和支持庆元发展，为

庆元发展多出好思路、多引进好项目，带动

区域发展、群众致富。将继续做深做细结对

帮扶工作，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持久深入拓

展帮扶内容。将竭尽全力，想尽办法，在交

通项目谋划建设等方面予以更大支持，为庆

元加快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来到浙江交工集团，蓝伶俐首先参观了

交工企业馆，并与交工集团负责人座谈，就

交通项目的合作设想和交通事业发展进行了

交流和探讨。座谈中，蓝伶俐希望，浙江交

工集团能对庆元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规划给

予更大支持和指导，在交通工程领域开展更

广泛合作，全力推进庆元交通事业再上新台

阶。

交工集团表示，浙江交工集团将立足双

方各自优势资源、平台，与庆元建立更加紧

密畅通的沟通机制，在更多的领域拓展合作

途径和模式，全力支持和积极协调庆元交通

项目建设，努力在务实合作中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携手开创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
走访省交通运输厅、浙江交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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