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溪，无论是整村迁建的

高山移民村，还是处处皆为旅游

资源的景区村，村“两委”都有着

共同的目标——借助乡村综合改

革，实现强村富民。

“整村迁建后，生活硬件跟上

时代步伐只是第一步，接下去还

要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锦

绣村党总支书记罗邦通说，通过

整村迁建、建设用地复垦、指标

“飞地”入股、移民补助资金联合

参股成立公司等方式，该村村集

体每年预计可增收近 50 万元，村

民每户可增收近3万元。

桃夏村则在温岭首创“股份

众筹”共富模式，将乡村旅游玩出

新花样。去年年底，桃夏村创立

温岭桃夏农业专业合作社，超七

成村民按照每人 2 股、每股 2000

元自愿入股，总入股3300股，用于

投资“乐畔桃夏”四记园项目。

桃夏村党总支书记张东升介

绍，项目主打近郊乡村旅游，园区

内设有我省首个裸眼 VR 体验馆

“幻境空间”，以及卡丁车、游船、

真人射击等10多个游乐项目。“今

年1月初开业以来，生意比预期红

火，依托门票、租金等，总营收达

160多万元，年底可实现第一波分

红，预计每股可收益600元。”张东

升说。

针对低收入群体，桃夏村推

行“产业扶贫”造血机制，以镇、村

两级部分补助形式，实现 36 名低

收入村民一起参股，共享利益分

红。同时，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

的低收入村民在园区里从事游乐

设施设备维护、停车场收费等工

作，周边摊位也以降低租金等方

式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以拓宽他

们的增收渠道。

桃夏村入股村民谢国夫是四

记园“共富工坊”的一名检票员。

“之前，家里为给孙子治病花了上

百万元，日子过得很难。如今，家

门口上班方便照顾孙子，每月有

固定收入，年底还有项目分红，生

活看到了希望！” 颜静 庄嘉瑜

创新路径，念好致富经

整村迁建，开辟致富路

“如果不是政府扶持，我们哪

能住到这么好的地方……”近日，

在大溪镇集镇区，61 岁的太湖库

区锦绣村移民鲍桂香，指着身后

两层半高的立地式新房高兴地

说。

太湖片区地处大溪镇西部，

改革涉及锦绣村、陈洋村、太湖新

村3个行政村，距离大溪集镇区约

6公里。锦绣村共有村民1900多

人，与库区其他村庄一样，受水源

地保护、规划控制等影响，村民住

房陈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

共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相对落

后，当地群众反映强烈。

2019 年下半年，大溪镇启动

锦绣村整村异地迁建项目，选址

集镇区，探索实施宅基地置换政

策。项目坚持“政府引导、村级自

主，个人自建、适当补助，整村联

动、村民自愿”原则，采取“联排立

地式住宅+公寓式住宅”相结合的

方式。

鲍桂香一家第一个在异地迁

建协议书上签字。“一直想迁建下

山，却苦于付不起地基钱。一听

说出了土地置换政策，别提多开

心了，日子终于有了盼头。”鲍桂

香患有眼疾，从山上骑电瓶车到

镇里医院就诊，来回车程就要近

一小时，十分不便，“现在从新家

走路到医院只要 5 分钟，老伴平

日打工、接送孙子上学也很便

利。”

医院、学校、公共交通等基础

配套一应俱全，临近水泵、机电、

鞋材等产业园区……和鲍桂香一

样，如今，身处10分钟便民生活圈

的锦绣村移民，正享受着“下山进

城”的便利。继太湖新村和锦绣

村后，目前，陈洋村整村拆建正在

实施中，未来也将迎来更多的发

展机会。

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不是

一座座白色的杨梅大棚，就是

一棵棵苍翠欲滴的茶树……

这里原是丽水市莲都区紫金

街道杨坑村的荒山。如今，高

科技的杨梅补光技术与原生

态的高品质茶园一起，组成了

一幅村民增收共富的新图景，

大山深处，满眼生机。

杨坑村从上世纪 80 年代

就开始种植杨梅，如今种植面

积有 1500 亩。杨坑村种植的

黑炭杨梅，果实成熟后，汁水

丰富、色泽黑亮，口感尤其甜，

糖度可达到 14 度左右。2021

年，杨坑村成功举办了首届杨

梅节，各地客商慕名前来采

购。通过冷链物流，这里的杨

梅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多年来，杨梅一直是当地

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从我

出生开始，村里就开始种杨

梅。现在还用上了新技术，更

是 让 我 们 的 杨 梅 增 产 又 增

收。”今年以来，有300亩基地

的阙金荣为杨梅搭建了大棚，

用上了杨梅智能补光系统，解

决了杨梅生长过程中因天气

原因造成的减产问题。他开

心地说：“自从采用这一技术

之后，落果率降低 25%，采摘

期提前20天左右，精品果率提

高 45%以上，每亩增产 100%，

亩产值从原来的1万元提高到

5万元。”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

杨坑村发展的优势，如何把荒山变成致富的“金山

银山”成为当地村集体的头等大事。除了杨梅产

业，2020 年，村集体从农户手里流转了 1200 亩土

地，并转包给第三方发展茶产业。如今，这片茶园

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杨坑村的村民喜滋滋

地表示：“我们在茶园工作，年年都有收入，生活也

有了保障，日子越过越好。”

杨坑村村委会副主任杨伟明介绍，近年来，杨

坑村共整合种植资源3200亩，产业总产值达3364

万元。同时，通过土地流转、开发茶园等，村集体

收入也达到每年45万元左右。为了用好这些集体

收入，村里将钱进行了分配，10%用于帮扶低收入

农户，40%用于村民股权分红，50%用于村集体建

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买新车、盖新房，村

容村貌也越来越美了，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脸。“红杨梅”与“绿茶园”让杨坑村产业发展越

来越有盼头，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蓝倞 郑佳仑 陆志强

红
杨
梅+

绿
茶
园

莲
都
杨
坑
村
：
昔
日
荒
山
变
﹃
金
山
银
山
﹄

2022年 7月2日 星期六 8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美丽乡村

“各个村庄的景观怎样串点

成线”“如何在抱团发展的同时又

保留各村特色”……近日，在大溪

镇环方山南嵩岩党建联盟的月度

论坛上，联盟成员们围绕新农村

建设主题，逐一发言并展开讨论。

方山片区位于国家 4A 级旅

游风景区方山脚下，十里桃溪穿

境而过。近年来，片区内方山村、

桃夏村、马鞍村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保留村

原生态的景区资源和田园风光为

依托，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升村

庄风貌，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旅

游产业。

方山村是其中先行者。该村

由原兆岙、毛竹下、坎头、上洋4村

合并而成，共有村民 4200 多人。

方山风景区、谢铎故里、田园风

光、现代化工业区……方山村村

委会副主任谢秀方说，坐拥丰富

的文旅资源，村庄发展旅游业大

有可为。2019 年，方山村启动旅

游村创建以来，通过优化布局、美

化环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获评

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第二批国

家“森林乡村”。

在此基础上，村“两委”积极

挖掘资源，推进特色化发展，毛竹

下的农业观光，上洋的荷花景观，

坎头的酒店餐饮业，兆岙的统战

中心，各有特色。谢秀方说，村里

不断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先后引

进打造了高层次康养中心、方圆

酒店、美食广场等项目，每年进村

游客约18万人次。

今年，方山村还启动“未来乡

村”创建，总投资1480万元。“接下

去，我们将借助大数据管理平台

优化村内管理，以‘方山村民通’

平台推动村民积极参与村庄治

理，并开发‘谢铎带你游方山’游

客虚拟个性化线路体验特色应

用。”谢秀方说，村里将借助数字

化手段，最大程度发挥方山景区

优势，带动区域休闲旅游，以数字

赋能乡村振兴。

盘活资源，描绘致富景

温岭大溪：
组团发展让“湖光山色”日日新

仲夏时节，走进温岭市大溪镇“三新”共富“湖光山色”精品示范带试点

区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画卷徐徐铺开。

近年来，大溪镇围绕培育新农民、打造新农村、发展新产业的“三新”共

富目标，选取普遍存在房屋老旧、基础设施落后、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现象的

太湖和方山两个片区为试点，因地制宜开展乡村综合改革，通过激活农村资

源资产和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探索打造“中心

镇+中心村+保留村”（1+X+Y）片区组团共富新模式。

“大溪镇以整村迁建改善人居环境、以产业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以艺

术美景带动乡村旅游，推动新时代美丽乡村串珠成链、连线成片、以片带面，

形成辐射效应、聚集效应。”该镇党委书记潘仁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