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桐庐县科技特派员葛有良(左）在该县富春江镇渡济村珍宝农庄指导农户做好猕猴桃防虫、修剪等工

作。今年以来，该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民呼我为”专题实践活动，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点对点科

技服务。 徐军勇 吴潇榕 摄

科技特派员进村开“良方”

种粮拉长产业链 农旅融合助增收
平阳上林垟村念唱致富经

农房改民宿 乡村变风景
德清通过宅改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129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潘晴

本报讯 德清莫干山是知名的

避暑胜地，网上搜索“莫干山”，平台

会跳出很多跟民宿相关的词条。好

民宿+好生态，这里成了很多人的

“诗和远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这里的很多网红民宿都是由闲

置农房“转身”而来。这背后，是当

地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带来的

连锁效应。

8 月 10 日，记者来到位于德清

县莫干山镇劳岭村的网红民宿“塔

莎杜朵”。民宿经营者周云云告诉

记者，“塔莎杜朵”是用闲置老宅改

造的，自2018年6月开业以来，总营

业额已超过700万元。她拿出两个

大红本给记者看，一本是宅基地资

格权登记证，另一本是房屋使用权

证。她告诉记者，她是这里第一个

拿到这两本证的。

众所周知，随着乡村游的兴起，

有很多人想投身这片“蓝海”，但目

前农房管理还不像城市物业管理一

样完善，不少人投资有顾虑。为进

一步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促进新

业态发展，从2018年6月起，德清县

对农房试行登记颁证。经营者提前

全额支付农房流转费用的，可以向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不动产登

记，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使

用权证。这一举措，有效保障了农

户和业主的权益，两本看似单薄的

红本，带给经营者的却是一份沉甸

甸的安全感。

这一改革举措，有效盘活了当地

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每幢农房的租金

从起初的每年5000元，一路涨到现

在的每年10万元，还不断吸引外出

打工的当地人回乡创业，更多企业来

这里投资经营。

记者从德清县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作为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县，该县坚持“‘好风景+新宅

改’助力新经济”的发展思路，以闲

置农房和农村闲置宅基地作为资源

要素，通过登记颁证、纳税奖励等政

策，招引数字经济、文化创意、咨询

服务等10余类新产业、新业态企业

前来落地，让每一幢闲置农房发挥

新作用，实现新价值。

目前，该县已盘活利用农村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农房6817宗781亩、面

积129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年均增长24.3%。该县莫干山镇

依托闲置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开办的

在册酒店和民宿达850余家，累计完

成投资24.5亿元，年接待游客89.1万

人次，带动创业就业8000余人，增加

农户收入52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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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希师

本报讯 上月初，平阳县昆阳

镇上林垟村种粮大户伍思树看着大

片稻田丰收在望，心头喜不自禁：

“我种了1000多亩地，当农民也能年

入80万元！”

近年来，上林垟村党委带领全

体村民，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创新经

营形式和构建产业体系等多种方

式，成功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在上林垟调研时，鼓励我们要

种好粮、多种粮。这句话，我们上垟

林人一直牢记在心，也一直在为此

努力。”上林垟村党委书记林礼将告

诉记者。

上林垟村有农户 976 户、3561

人，现有耕地2550亩。为种好粮、多

种粮，该村对耕地进行集中流转，流

转率达98%以上，流转土地由种粮大

户或村集体统一经营。伍思树是村

里的种粮大户，十年如一日从事粮

食生产，种粮面积从2005年的200亩

如今扩大到1300亩。“伍思树的儿子

大学毕业后，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成为了一名‘农二代’。”林礼将说，

村里还成立了“党员+种粮户”红色

联盟，联合周边8个村，共同打造1.4

万亩“石塘粮仓·万亩田园”，形成

“合作社带大户、大户带小户、小户

带散户”的联动机制。如今，上林垟

村水稻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粮食

年产量达到1.2万吨。

为提高种粮效益，上林垟积极

引进新技术、新理念，特聘在外乡贤

定期到村里现场授课，建立粮食烘

干和育秧中心、新型“庄稼医院”等

现代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指导农户

科学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亩均粮食

产量提升约20%。

同时，注册“上林垟”品牌，引

入悦农供应链公司，积极构建集生

产、收购、加工、销售等于一体的粮

食全产业链综合体，提高种粮附加

值。实行农旅融合，先后与周边村

共同引进金山农耕园、晶果葡萄园、

流水白观光园、忘忧草基地等农旅

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休闲旅

游村。今年以来，该村已吸引游客

5万多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900多

万元。

在上林垟的示范带动下，其周

边片区已发展成为温州市粮食高产

示范基地和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

是浙南地区单片面积最大的粮食生

产基地之一。

本报讯 村民们在日常生

活中一年会排放多少温室气

体？村里的上万亩毛竹林一年

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在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普通村

民能做些什么？近日，浙江农林

大学的专家团队在成功编制全

国首创村级碳排放碳汇测算方

案的基础上，依托无人机遥感技

术等科技手段，通过穿竹林、走

乡村，科学计算出杭州市余杭区

百丈镇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温

室气体的排放量。据测算，森林

覆盖率达 91.6%的百丈镇半山

村堪称“零碳村”。

所谓“零碳村”，就是碳排放

与碳汇相等的村子。具体来说，

碳排放可以理解为村民在日常

生活中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甲

烷等温室气体；与之相对的碳

汇，则是村民通过植树造林、森

林管理等措施，从空气中吸收二

氧化碳的过程。

自今年年初开始，浙江农林

大学的王懿祥研究团队就在半

山村使用无人机低空遥感技术，

开展碳汇数据收集，在走村调研

中收集碳排放信息。通过近半

年的研究，研究团队测算出，半山

村的碳汇绝大部分来源于竹林，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私家车。这

为该村减排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与此同时，该研究团队还得

出一个重要结论：2020年半山村

已实现碳中和，还有多余的400

吨碳汇供其他地方抵消碳排放。

半山村村民何和平说：“以

前不知道什么叫低碳，现在基本

了解了，以后我会在保护生态环

境上做得更好一点，希望我们村

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半山

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曹聪表示，村

级碳排放碳汇测算方案的编制

和实施对该村非常有意义，无论

对农文旅的推介，还是村民生活

习惯的引领等，都可以通过“零

碳”来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王懿祥表示，当前，全国都

在争创“零碳村”“零碳镇”“零碳

县”，但创建方案尚没有具体标

准，因此，开展村级年度碳排放

碳汇测算具有探索意义，半山村

的研究经验也具备推广价值。

目前，研究团队还在百丈村和溪

口村进行相关测算试验，使得测

算方案更具备适用性。 陈胜伟

年度碳排放碳汇怎么算？
浙农林大科研团队在余杭测得“零碳村”

本报讯 8月15日下午，全

省首家村级供销社在开化县华

埠镇金星村揭牌。

开化地处钱江源头，好山好

水好空气，孕育了大量优质农产

品。如何将产品变效益，让更多

的人品尝到“开化味道”，进而增

加农民收入，成为打造共同富裕

先行地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开化县供销社立足工作实际，牢

记为农服务宗旨，努力践行产供

销一体化运作体系，投资200万

元，短短 1 个月时间，就在金星

村成立全省首家村级供销社，计

划运营一年后实现农产品销售

额2000万元。

金星供销社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设有优质农产品展示

厅、茶香会客厅、带货直播间、供

销书吧等。农产品展示厅，依托

数字赋能，建有衢州市首个农产

品溯源体系，系统展示开化青水

鱼、山茶油、龙顶茶等 300 余种

优质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全过

程，线上扫码下单，线下直接购

买；茶香会客厅、供销书吧，闲暇

时光品茗休憩，赏书法、闻书香，

闲观红色供销书法之魅力；农产

品销售直播间，主播实时在线带

货，游客和消费者可以停下脚

步，参与互动，过一把主播瘾。

“供销社是一张‘金名片’，

经销的农副产品曾经是农民朋

友和消费者最信任、最安全、最

放心的。”开化县供销社主任方

卫东相告，下一步，该供销社将

发挥职能优势，利用数字赋能、

精心指导、精准服务，线上线下

结合，推动供销共富，把金星供

销社打造成新时代全国“数字供

销”可复制的“金星样本”。

方争游 汪凯 汪佳佳

开化成立全省首家村级供销社

8月9日，在温岭市新河镇良种村，农民夏安增正在凉晒已编好

的箬笠。箬笠，也叫斗笠、箬帽，既可遮阳，又能挡雨。夏安增夫妇将

平时编好的300多顶箬笠涂好青漆后，以每顶60至200元不等的价

格出售，一年可增收2万余元。 林绍禹 摄

编箬笠 助增收编箬笠 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