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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成“东家” 农田有“管家”

长兴高地村土地整治“整”出“淘金田”

□本报记者 郑铭明

本报讯 3 月 31 日，省农业农村厅发

布《全省农村沼气设施“三个一批”专项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明确，我省将组织实施改造提升、安全

处置、盘活利用等“三个一批”专项整治行

动，统筹抓好全省现存农村沼气设施安全

生产和高效利用，力争到2025年，全省农村

沼气设施实现规范化运维与长效化管理，

确保沼气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零发生。

《方案》指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沼气

安全生产事故的底线，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安

全风险；按照“搞活存量、拆除废弃、先急后

缓、先易后难”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村沼气设

施业主意愿，因户施策；把握“宜封则封、宜

拆则拆、宜用则留”的要求，分区分类，精准

施策。

《方案》明确，要通过改造提升、安全处

置、盘活利用三种方式，全面推进“三个一

批”专项整治行动。对正常运行或者具备

运行条件但未运行的农村沼气设施，通过

制度建设、技术改造、维修更换设施设备等

手段，提升农村沼气设施运行效率或恢复

运行。对因超出正常使用年限，或因人为、

自然等因素，导致农村沼气设施不具备运

行条件的，可将其设施设备全部拆除并回

填，或采取临时性安全处置，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要充分挖掘农村沼气设施在农村改

厕、生活污水处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等方面的潜力，积极探索转变功能、盘活资

产的有效模式，将闲置废弃农村沼气设施

改造为化粪池、贮肥池、蓄水池、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等。

《方案》要求，在推进专项整治行动中，

要全面调查农村沼气设施，排查农村沼气

设施安全隐患，抓好农村沼气设施报废及

安全处置工作，不断提高农村沼气设施技

术服务水平，有效筑牢农村沼气安全生产

防线。

我省开展农村沼气设施
“三个一批”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杨怡

走进长兴县小浦镇高地村，一幅多彩田

园风光图景映入眼帘。笔直的道路纵横在田

园间，千亩油菜田连成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

沐浴在阳光下，随微风轻轻摇动，煞是好看。

“正是因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村里才有

了这样的美景。”高地村村委会的钱超告诉记

者，近年来，村里以全域土地整治为契机，打

造了千亩油菜花田。去年，全村3000余亩土

地全部完成流转，通过“田管家”模式进行集

中管理，让农户每亩增收400元，村集体增收

42万余元。

事实上，过去的高地村是个典型的“麻雀

村”，下辖18个自然村，有1130户农户，面积

小且分布散，从空中俯瞰，就像一个个斑块，

把完整的田园分割得七零八散。

“能不能在靠近县城的施家巷自然村闲

置土地上建造一个中心村，把这些像麻雀一

样的自然村搬迁到一起，让出土地，整理成片

呢？”2019年11月，村党总支书记金瑞章在参

加完镇里的“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会议

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说干就干，经过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忙

碌，项目计划终于初步形成。在村党员干部、

乡贤的共同努力下，其中8个自然村的280多

户涉地农户签下了搬迁协议，中心村基础设

施建设、房屋拆迁、土地整理等工作同步推

进，2000多亩土地得以连片。

土地连片后，如何有效发挥其价值？村

班子成员开始了新的思考。经多方座谈了

解、入户调查，高地村决定大规模推进土地流

转，对零碎、高低不平田地，采取填沟移丘、削

畦平整等办法，挖掘出不少“隐形面积”，有效

扩大了可耕种土地的集中连片面积，先后完

成零散地块提质150余亩。

“为了更好维护村民利益，促进流转土地

规范运作，在村委会指导下，高地村高景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钱超介绍，本着村民自

愿的原则，公司和800多户农户以每亩850元

补偿费的标准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并进行了

公证，让农户们吃下“定心丸”。

于是，村民摇身一变成为“东家”，高景农

业公司成为“管家”。村里农事经验丰富的20

多位村民被聘为田管“专家”，这些农民除了

有一笔土地补偿费外，还多了一份管理收入，

乐在心头。“土地流转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仅管理费一项，就有60万元收入。”钱超说。

“土地连片整合后，大型农机设备可以广

泛运用，种植效率显著提升，从一开始的无人

机播种与喷洒农药，再到田间地头的施肥管

理，以及最后的机器收割，种粮全程实现机械

化，亩均产出提升10%—15%。”钱超介绍，村

里还建立了粮食配套加工产业链，配备了烘

干机，每天最大处理量近60吨，保障了粮食品

质和农民收益。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所带来的蜕变不止于

此。前不久，2023年长兴小浦农旅文化节暨

油菜花节在小浦镇高地村拉开帷幕，数万名

来自长三角的游客慕名前来踏青赏花。艺术

写生、摄影大赛、旗袍秀、研学旅行、登山踏

青、乡村音乐会……这一系列创意活动将持

续到4月底。

“我们将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成果，

大力开发农旅富民产业，实现乡村共富。”谈

及村里未来的发展，金瑞章如是说。

4 月 2 日，在云和县

元和街道沈桥村，种植

户正组织农民采收黑木

耳。近年来，云和县通

过优化种植环境、提升

种植水平、提供优惠政

策等措施，做优做强食

用菌产业。今年,全县培

育黑木耳菌种1000多万

袋，预计产值 3000 余万

元。

刘振清 摄

小小黑木耳小小黑木耳
增收大产业增收大产业

（上接第1版）

“茶叶是今天凌晨1时刚从江西发来的。

为了方便卖茶叶，我在市场旁边租了套房子，

这几个月就在松阳蹲点了。”来自江西的茶园

老板邹日酿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到浙南

茶叶市场来卖茶叶，“与其在家里等着别人来

收，不如趁着今年行情转暖主动走出来卖。”

线下销售火爆，线上“战绩”同样喜人。

依托浙南茶叶市场，松阳县构建起线下线上

多元一体的营销体系。2022年，松阳县茶叶

网络零售额达 42.47 亿元，同比增长 63.91%；

累计培育茶叶网店 1500 余家，直播电商 400

余家，带动就业8000余人。

以市促产，践行“三茶”统筹之路
“松阳茶，香天下”。上月底，为期3天的

第十六届中国茶商大会暨浙江省“三茶”统筹

发展推进会在松阳县举行，通过茶园实景开

幕式等形式，展现松阳的茶文化、茶产业和茶

科技。

这次大会有一项内容是举行松阳“茶叶

在线”上线仪式。松阳“茶叶在线”创新研发

茶种植、茶采摘、茶加工、茶交易、茶文旅、茶

服务、茶品牌七大子场景，将农资管理、溯源

系统、文旅服务等多个应用集成到一起，实现

茶产业全景展示、全链管理、全程服务，确保

从茶园到茶杯的安全。

作为“三茶”统筹先行县域，松阳县始终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进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在茶叶生产上，松阳县以科技

为支撑，生态有机为引领，推广优质高效无性

系良种，采用生态调控、绿色防控、有机肥替

代等方法，形成了特有的茶叶生态种植体

系。目前，该县茶园良种化率达96.3%，建成

我省首个国家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

产基地，建立茶叶标准化加工园区3个，培育

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2家，连续7年获评“全

国茶叶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区”。

好产品需要有好品牌。松阳县重点培育

了“松阳银猴”“松阳香茶”等茶叶区域公用品

牌。截至2022年底，“松阳银猴”品牌价值达

28.13亿元。

茶园不仅仅生产茶叶。眼下，不少游客

特别是骑行爱好者慕名来到位于松阳县新兴

镇的大木山茶园游玩。这里连片茶园有8万

余亩，核心面积 3000 余亩，骑行车道贯穿其

中，建有休闲骑行赛道8.3公里，专业骑行赛

道7公里，被誉为“中国最大的骑行茶园”。该

线路被认定为全国茶旅金牌线路。

如今，像这样的茶文旅线路，松阳县有8

条；已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在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

十强县（市）中，松阳县居首位。

松阳茶叶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

广阔市场，串起的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价值

链，切入的是万亿级的大市场。

进出互动，茶树枝叶“伸”向全国
如今，越来越多的松阳人走出松阳、走出

浙江发展茶产业；与此同时，来自福建、安徽、

山东、广东等 20 多个省份以及省内各地的

4000多名茶商常驻松阳，做茶叶买卖。

10多年前，长年在外经商的“80后”松阳

青年叶洪清，回乡创办了松阳绿茗峰茶厂。

“当时整个茶产业还处于低、散、乱的阶段，我

作为年轻人，总想做些事情。”叶洪清告诉记

者，他在当地率先探索种植有机茶：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全程用茶籽饼、紫云英等作为

肥料；使用粘虫板、杀虫灯等物理防虫手段，

加上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他生产的有机茶

较普通茶叶口感更甘醇，有一股自然的清香，

每斤能卖到2000多元。这几年来，他的茶厂

年产龙井、白茶、黄茶等各类茶叶3万多斤，产

值可达1000多万元。

叶洪清说，考虑到人工和土地流转成本，

今年他计划到四川、贵州等地寻找合适的茶

园，再创一番天地。“把松阳的茶苗和一流的

种植、加工技术带过去，还有我们的品牌经营

理念也一并带去，让松阳茶香飘四方。”叶洪

清信心满满地说道。

衢州人孔晓澄早年在深圳做茶叶生意，

常年跑销售的他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2015

年前后，他决心从种植茶叶开始，围绕加工、

包装、销售，建立自己的茶叶全产业链。经过

一番考察，他被松阳县优质的生态环境和高

超的生产技术吸引，便来到松阳，投资创办了

悠谷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我见证了浙南茶叶市场的繁荣和兴

旺。在布局线下有形市场的同时，我也非常

看重网络这个无形的市场。”孔晓澄告诉记

者，眼下，他在抖音、拼多多、天猫等网络平台

进行了布局，在企业的年销售额中，有二成来

自各大网络平台。

“网络消费群体的逐年增长改变了传统

的茶叶销售模式，快速发展的交通和物流网

络也改变了市场的合作方式。”孔晓澄说，“我

的公司虽然在松阳，却可以凭借网络平台，与

合作的省外生产商、经销商进行实时沟通，方

便快捷，网络交易平台又进一步拓宽了企业

的销售渠道。”他表示，为顺应网络消费趋势，

今年他还将打造更受年轻人欢迎、符合互联

网消费需求的食药两用茶产品，目前已进入

产品开发阶段。

松阳县将围绕谋划浙南茶叶市场迭代升

级，实施茶叶电商供应链平台建设，打造线上

茶叶市场，推进有机茶谷建设等，在茶产业强

链、补链、延链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