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怡

台州黄岩区西部山区，是当地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近年来，西部乡

镇上郑乡积极推进“林进人退”守护绿水

青山，努力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利用林

下闲置土地和空间资源，大力发展以菜头

肾为重点的中药材产业，为当地村民开出

了一剂“致富良方”。

秋冬之交，位于上郑乡美丰村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只见成片的树木下，一株株

菜头肾枝叶碧绿，长势喜人。

美丰村村民王天飞是村里第一个“敢

吃螃蟹的人”。2007年，他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尝试种植菜头肾并获得成功。此

后，他又流转150 亩山林扩大种植规模，

由此点燃了美丰村发展中药材产业的“星

星之火”。

上郑乡审时度势，主动做好产业培育

发展工作，乡党委与南京中医药大学技术

团队合作，开展优质菜头肾种源选育、产

品性状鉴别与有效成分分析、林下栽培规

范化生产技术等研究，为菜头肾道地药材

认定、规模经营、产业链开发提供技术支

撑。同时，引导农民利用林下、坡地开展

套种，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把森林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通过十余年发展，全乡现有菜头肾等中药

材林下种植面积 2200 余亩、种植户 157

户、从业人员370 人，为当地农村经济发

展和村民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

王克苏是美丰村的一名中药材种植

户，今年种了30多亩菜头肾，丰收在望。

“今年价格每公斤120 元，一亩地能产出

上万元，一年收入十几万元是很轻松的。”

上郑乡美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天和介绍，美丰村已是黄岩中草药种

植最多的村，种植面积超2000亩，年产值

达两三千万元，全村90%以上村民参与种

植。

为培育好这个富民产业，上郑乡对

中药材种植基地的道路水电、农用设施

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扶持成立中

药材合作社并吸收个体村民加入，支持

大户与经销商开展中药材销售合作，稳

定销量和价格，保障种植户收益。目前，

上郑乡已培育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1 家、

家庭农场5家。

上郑乡立足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支

持种植主体打造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

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技术

团队指导帮助下，建立健全道地中药材质

量标准体系，制定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

提升本地中药材标准化种植水平，推进中

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上郑乡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菜头

肾种植销售基地，年均亩产值达1.2万元，

每年实现创收 2400 万元，户均年收入达

15 万元，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的路子越走越宽。

黄岩上郑乡：林下长出“富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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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1 月 15 日，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

林带队赴绍兴市调研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

类房屋专项整治试点工作

（以下简称“两项试点”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

神，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

“两项试点”工作，进一步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为全

国做好农村宅基地“两项

试 点 ”工 作 贡 献 浙 江 方

案。绍兴市委副书记王涛

陪同调研。

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

道坡塘村是绍兴市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的首轮村级

试点。近年来，该村积极探

索实施“宅基地改革+乡村

建设”集成改革，激活闲置

农房 20 余间、闲置集体房

屋3幢，撬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日均经营性收入达3万

元以上。王通林在现场查

看宅基地图斑数据，详细询

问村里通过宅基地改革促

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做法。

他希望坡塘村进一步做好

集成改革文章，持续深化

“千万工程”，更好助推村强

民富。

柯桥区福全街道峡山

村近年来积极探索农村宅

基地资格权农户跨区有偿

选位模式，有力拓宽了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通林指出，宅基地资格

权跨区有偿实现是对完善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的

有益探索，不但解决了农

村无房户、住房困难户的

住房保障问题，还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很有意义。

在诸暨市东白湖镇东

白嘉园小区，王通林现场

考察当地农村保障性住房

安置点建设，勉励当地坚

持自愿原则，进一步加快农村保障性住房安置点建

设，助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落实落地。

诸暨市陈宅镇石壁湖村近年来积极探索实施农

村宅基地“三权三票”制度改革，取得了全国第一张宅

基地“保留权票”，成功获得专项贷款970万元，初步实

现了房屋解危、群众得益、村容改观、集体创收的工作

成效。王通林现场听介绍、看成果、鼓干劲，表示此项

改革很有创意，要继续加强统筹谋划、强化制度设计、

理顺逻辑关系、形成工作闭环，推动宅基地“三权三

票”制度改革走深走实。

王通林充分肯定了绍兴市在推进农村宅基地“两

项试点”工作上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农村宅基地“两

项试点”工作十分复杂敏感，需要稳慎推进。要进一

步聚焦扩面提质，加强政策集成，强化制度设计，在保

障好农户权益的基础上，找准改革突破口，全力做活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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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晒古村晒““秋秋””带火乡村游带火乡村游
近日，永嘉县岩坦镇林坑古村，村民在房前屋后晾晒着红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体验观赏。 王华斌 摄

□浙江日报记者 陆乐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下午，省委副书

记刘捷走访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和省

农科院，强调“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浙

江“三农”工作形成了先发优势。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部署要

求，拿出先行的魄力理念、展现示范的行

动担当，争当总书记“三农”重要论述的忠

实践行者、乡村全面振兴的示范引领者、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行探索者。

刘捷首先来到省农科院，考察粮油育

种科研基地、院史馆和科技成果展示馆，

详细了解省农科院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

方面工作情况。在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

厅，刘捷走访看望重点任务专班工作人

员，考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

心。随后，他听取了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汇

报，充分肯定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取得的成

绩。

刘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重托

使我们坚定了政治坐标，浙江农业农村的

精彩蝶变让我们抬高了发展坐标，先行者

和新篇章的使命定位为我们明晰了时代

坐标。我们要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围绕良田、良种、良技、良法，有序推进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结合

浙江实际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

建设，打造浙江特色的农机企业和特色品

牌，加强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强化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湘

湖实验室作用，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市

场化。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推进

农业产业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

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和龙头企业，贯通

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好带动农民增收、

走向共同富裕。要深化农村“三块地”、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营商环境等改

革，在新起点上深化实施“千万工程”，以和

美善治重塑现代农耕文明新形态。希望

广大“三农”干部坚持守正创新、始终真抓

实干，坚定“重农为农”导向，厚植“知农爱

农”情怀，增强“助农兴农”本领。全省农业

农村系统要时刻重视农业、想着农村、念

着农民，支持基层信任基层，构建上下贯

通左右协同的“大三农”工作体系，推动全

省“三农”工作开辟新境界、谱写新篇章。

刘捷调研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农科院强调

推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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