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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森旺菇业”门口的村道步行几

分钟后，“和美金田·爱心农场”几个大字

跃然眼前。

“这个农场由金田村党总支、丽水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龙泉分中心党支

部、森旺菇业党支部共同建设。”马志成

既是这片爱心农场的发起者也是参与

者，他告诉记者，地里的农作物全部由党

员自费认领种植，生产的果蔬会无偿提

供给村里的低收入农户及居家养老照料

中心。

近年来，金田村还以“畲汉一家亲”党

建品牌为引领，建立了村务民主协商机制

和“1对1”“多对1”服务机制。

“村里有很多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

所以我们还组建了一支懂畲语、会新安江

移民话的村级调解队伍，引导群众参与基

层治理。”金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邹维武边向记者介绍，边掏出手机指着屏

幕里的群聊说，“你瞧，我们所有村民、村

干部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要求和建议，

都可以在群里发表，我们会第一时间响

应。”

在金田村下山搬迁小区旁边，有一个

名字很特别的地方——“石榴红”驿站。

讲起这个地方的由来，省农业农村厅驻村

干部马志成打开了话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金田村是竹垟4个民

族村之一，建立这个象征着民族团结的驿

站，就是希望金田人可以团结一心，实现

共同富裕。”马志成说。

此外，金田村在建设“石榴红”驿站邻

里中心、游客接待中心、“畲小妹”农产品

展销中心等项目的过程中，实施“微改造、

精提升”工程，让乡村风貌和文化氛围进

一步提升。

如今，金田村平均每天都会迎来3—5

批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的客人。在“千万工

程”的引领下，金田也正如它的名字一般，

努力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产业振兴的“绿色”之路

行走在金田村内，一条小溪穿村而过，

潋滟水波与苍翠山色相映成趣，道路两旁，

一个个白色的食用菌棒整齐排列着，在冬日

暖阳下熠熠生辉。

“食用菌种植一直是我们金田村的特色

产业之一。”金田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春付

说。早在2007年，村里实施下山搬迁后，浙

江双益菇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益菇

业”）便成了金田村民奔小康的“金窝窝”。

“当时，公司刚研发出金针菇机械化生产线，

急需一批员工。”“双益菇业”负责人叶圣益，

也是土生土长的金田人，他告诉记者，“第一

批下山搬迁小区就在公司对面，村民上班非

常近，而我则省去了宿舍成本，可以说是两

全其美。”当年，就有50来位下山移民到叶圣

益的公司上班。

16年后的今天，“双益菇业”已搬离了金

田村，但“森旺菇业”顺势而生，成为村里食

用菌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共富的“接棒人”。

“能在家乡搞事业，还能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森旺菇业”负责人叶

林森的只言片语，也道出了他的回乡之路。

2021 年，金田村启动乡贤回归项目，在

外打拼多年的叶林森回到家乡成立了“森旺

菇业”。作为全省首个液体接种菌棒加工基

地，“森旺菇业”通过液体菌棒接种和智能养

菌等创新技术，让种菇省工省时又省地，大

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你别看整个厂房占地只有 2100 平方

米，但年加工食用菌棒数能够达到400万。”

刘春付自豪地说。

由于黑木耳是季节性种植，“森旺菇业”

的员工人数基本维持在50到120人之间，其

中金田村村民占一半以上。“采摘黑木耳，每

位村民一天收入100元左右，除了在厂里工

作，村民也可在我们这里购买菌棒自己种

植。”叶林森说。

据刘春付介绍，今年村里又扩建1个养

菌大棚，将大棚数量增加到3个。此外，金田

村还以民族乡村振兴“双百村结对行动”为

契机，积极探索“村企联盟”模式，每年销售

当地农特产品50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6万余元，取得了“富民、强村”的双赢效果。

2022 年，金田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8

万元，是2007年的近8倍。

“2021，我作为驻村干部来到这里，如今也

算得上半个‘金田人’了。”在省农业农村厅结队

帮扶工作组常驻干部马志成的眼里，这个他倾

注心力参与建设的小山村，已然成为了自己的

“第二故乡”。

要让乡村发展的越来越好，产业链条必须

延伸，发展布局也需要合理谋划。

近年来，农旅融合、畲旅融合成了整个畲乡

的主打牌，而在金田，畲汉风格各异，别具一

格。2021 年 8 月，金田村争取到 1000 万元的省

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项目资金，用于基础设施

提升和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建设。

“我在摸清村里基本情况后，立即与村干部

一同前往周边特色乡镇考察调研，学习其他村

先进经验。”马志成说，通过多方调研，村“两委”

决定瞄准龙泉当地缺少亲水游乐、滑道漂流等

项目的市场空白，依托金田村水资源优势，结合

本村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金

田村亲水乐园项目。

“现在，我们通过举办节庆活动，做足水上

文章，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据刘春付介绍，在

金田，每年都会举办“三月三”山哈文化旅游节、

畲寨音乐泼水节等传统活动，弘扬村里的“畲族

文化”“耕读文化”“孝义文化”“亲水文化”。今

年8月19日，七夕孝义文化节期间，村里的亲水

乐园营业收入近40万元。

与此同时，金田村还积极探索“强村联盟”模

式，与竹垟畲族乡内的8个行政村组建了强村公

司，投资联建金田标准厂房和屋顶光伏及养菌棚

项目，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余万元。

如今的金田村已然将地域差异、文化差异

变成了发展优势，既延续着各自民族、地域的风

俗和语言特色，又相互交融。2022年，村经济总

收入达104.61万元，经营性收入达50.1万元。

共联共建的“金色”之路

党建引领的“红色”之路

龙泉金田村：

山乡畲寨铺就多彩共富路

□本报记者 杨怡 李曜清

竹垟畲族乡地处浙西南革命老区，是龙泉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镇。金田村是竹垟4个民族村

之一，曾是龙泉出了名的“贫困村”，全村耕地面积不足900亩，山林面积却有8500余亩。近20年

来，金田村在“千万工程”引领下，乘着搬迁下山的东风，环境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旺，生活越来越

好，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浙江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浙江省民族乡村共同富裕示范

点……

日前，记者赴金田村实地采访，深度探寻这个小山村蝶变背后的故事。

金田村的金田村的““荣誉墙荣誉墙””

金田村玻璃滑道远景金田村玻璃滑道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