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在桐庐县旧县街道母岭村，村民在新启用的桂花交易中心卖桂花。近年来，母岭村以“党建引领+

产业兴旺”为引擎，发展“桂花经济”，通过从“卖苗”到“卖花”的转型，研发出桂花酒、桂花茶、桂花酱等桂花产品，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徐军勇 摄

桂花能卖钱桂花能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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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希师

苍南县马站镇中魁村，靠山面

海，风景如画，凭借独特四季柚产

业，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展现

出别样生机与活力。

“在中魁村四季柚园，当柚子

成熟时，游客们不仅可以采摘，还

能在柚园打卡点与观光小路上拍

摄、漫步。”中魁村党总支书记林言

忍告诉记者，为发展四季柚产业，

中魁村对采摘园进行了提升改造，

成立了 20 家四季柚专业合作社，

并借力电商拓宽营销渠道，成功实

现“一个产业带动一村人，一个水

果致富一方人”。

目前，全村种了 1000 亩四季

柚，种植面积占全镇的十分之一，

拥有百年四季柚 18 株。“这几年，

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有的建了新

房，有的买了新车，日子越过越

好。”苍南县马站镇柚润合作社负

责人林发印说道。

“四季柚的名气越来越大，游

客们对村庄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如何扮亮村庄，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林

言忍说。

为提高乡村“颜值”，中魁村聚

焦村民所需，启动了改善饮用水、

卫生厕所和居住条件等工作，同时

着手修建道路、美化景观、整治河

道，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面

系统地开展生态环境整治。这一

系列工程项目的实施，使得全村的

自来水普及率、无害化卫生厕所覆

盖率以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均

达到百分之百，一栋栋农居摇身一

变成为一座座美丽庭院。

结合四季柚产业的发展，中魁

村精心做好“农业+旅游”文章，规

划了四季柚主题公园、玫瑰园、中

魁文化客厅等，并进一步完善步行

道、观景平台及儿童乐园等配套设

施。“现在，中魁村每年都要举办采

摘节活动，不仅带动了马站镇乃至

苍南县的农产品销售，也提高了周

边景点的客流量。”苍南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村美民富，村民的幸福感日益

提升。走进中魁村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智慧健康站，村民林大爷正在

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测量血压。他

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健康站

后，平时有什么小病小痛再也不用

愁了，还可以让县里的专家进行远

程诊断。

记者了解到，该服务站是中魁

村智慧养老体系的核心组成部

分。借助这里的先进设施与平台，

将它与长者食堂、便民服务站以及

休闲会客厅等设施有机整合，中魁

村成功创建了集医疗咨询、餐饮服

务、休闲娱乐及社交互动于一体的

多元化乡村养老新模式。

通过多年建设，中魁村已成为

苍南县和美乡村建设的典型，先后

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

村、国家级生态村，创建成省3A级

旅游景区村庄。

在浙南，“柚”见美丽

□本报记者 李松

日前，在文成召开的全省乡村

“土特产”发展调度会暨高山农业

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提出，要围

绕乡村产业振兴和“土特产”培育

发展主线，力争到 2027 年全省高

山农业产值超 1000 亿元的目标。

众所周知，“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

江，耕地资源先天不足，但山地面

积占比大，发展高山农业潜力巨

大。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走浙江特

色的高山农业发展之路？

保护生态，打好“绿色牌”。山

区生态环境优越，出产的农产品往

往具备品质优势。发展高山农业，

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推

广节地、节水、节能、减排的种养技

术，应用间作套种、集约化育苗、微

蓄微灌、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效生

产模式，打造一批栽培技术规范、产

品质量过硬、带动能力强劲的农产

品生产示范基地。

因地制宜，打好“精品牌”。清

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肥沃的土

壤、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

造就了高山土特产的独特品质。

发展高山农业，树立精品意识显得

尤为重要。要选好良种，积极引入

既适合当地环境、又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优良品种，做强高山农业“芯

片”。要推广良法，发展山地智慧

农业，打造小而精、特而优、专而强

的高山农业产业。要应用良机，加

快山地宜机化改造，加强山地适用

小型农机具的研发、引进与应用，

提高山区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

延链强链，打好“文化牌”。

“浙”里山区不仅有风景秀丽的自

然风光，还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民俗

文化。发展高山农业，要深挖当地

美景、美食、文化等资源“富矿”，同

步发展特色种养业、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将山区农产品加工成文创

产品、手工艺品等，让文化创意“点

亮”高山农业，提高“土特产”附加

值。

激发动能，打好“集聚牌”。发

展高山农业，靠单打独斗不能长

久，要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将

山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诸多环节有机统一起来。要加快

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山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事服务进

山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

拓宽市场，打好“增收牌”。酒

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产品，只有

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才能成

为商品，才能转换成价值。各地要

结合地方特色优势，通过多种途

径，如举办采摘体验、展示展销等

活动，推介高山农产品品牌，让高

山农业亮起来，农民朋友腰包鼓起

来。
浙 农 观 察

高山农业何以越来越“潮”

乡村行 看变迁

□见习记者 张枥元

海风轻拂，白鹭翩飞，金灿灿的

稻田一眼望不到头。很难想象，位

于岱山县的这万亩良田，7 年前还

是贫瘠的盐碱地。

2017年，岱山县在岱西镇火箭

盐场区域开展综合改造试验，将垦

造耕地与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相

结合。“向盐碱地要食物，首先得改

良土壤，解决耕地反盐的大问题。”

岱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此，岱山县邀请全国 8 个技

术团队，共同开展土壤改良试验工

作。

岱西镇火箭盐场区域项目负责

人周理达说：“我们地处海岛，淡水

资源少，蓄水工程规模有限，我们因

地制宜采用了海水淡化循环的方

式，在改良土壤的同时节约淡水资

源和成本。”经过不断改良，该区域

内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0克/千克以

下提升至 15 克/千克，盐分含量降

低了约３个百分点，土壤的团粒结

构得到明显改善，新增有效水田

2465亩、旱地2758亩。

在盐碱地上种粮食，选择合适

的品种至关重要。岱山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高水稻秧

苗的成活率，我们联合技术团队反

复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甬优

1540’‘秀水14’等几个较为合适的

常规水稻品种。”周理达喜气洋洋地

告诉记者，“经过几年努力，今年这

里的水稻最高亩产达到 650 公斤，

平均亩产500公斤左右。”

去年，园区还利用 60 亩农田，

开展稻蟹、稻虾、稻鱼等生态种养试

验，亩产值达到4000—5000元。今

年，这里的稻渔共生试验面积增至

100 亩。园区内，示范推广无人农

机、自动化排灌系统、新型农业物联

网等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通过盐碱地改良，岱山县已完

成垦造耕地7000亩，复垦新增耕地

5223亩。

盐碱地化身米粮川

近年来，以平阳、柯城、莲都为

代表的山区县持续推进强村公司、

片区组团、“飞地”抱团扩面提质，全

面提升联农带农致富能力，新型集

体经济得以持续壮大。

在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全村

有 300 多人从事农民画相关的事

业，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

“平时画墙画一天能赚五六百元，

如果接到大订单，一幅画就能赚千

元以上，真要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

展示才华的平台，让我们走上致富

路。”归乡人毛美仙告诉记者，余东

村不仅销售农民画作品，还开发出

印有农民画图案的餐具、衬衫、手

提包等多种衍生产品，形成了一条

“农民画+”的产业链，带领大伙走

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受益于政策红利，平阳县昆阳

镇官岙邸村第一书记、农村指导员吴

状热情分享了该村的“致富经”。“我

们村正在建设总投资1200万元的农

资储备仓库项目，其中市、县两级财

政补助800万元，供销社出资200万

元参与共建，‘香溢帮扶’共富工坊

项目出资 200 万元，村里不用花一

分钱，就能落地一个千万级的产业

项目。”吴状说，该项目是2024年平

阳县开工建设的村集体经济项目之

一，建成后预计能提供 150 个左右

就业岗位，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100万元。

莲都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也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截至

今年 6 月，莲都区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7689.12万元，经营性收入6487.97

万 元 ；全 区 乡 级 强 村 公 司 利 润

3481.78万元，12家乡级强村公司利

润均在100万元以上。

当前，山区海岛县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有望成为浙江区域发展新

增长极。对此，浙江大学中国农村

发展研究院智库执行负责人胡伟斌

认为：“满足调整条件的山区县及时

出列，可以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我省正在为首批

调出县配套制定“一县一政策”大礼

包。“我们将进一步找准切口、集成

资源、创新举措，把强村富民、抱团

发展作为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重点支

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探索完善产

业发展与低收入农户、村集体经济

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引导平

阳、柯城、莲都 3 县以及‘山区海岛

25 县’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和乡村全面振兴。”省农业

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做实“富”的文章

（上接第1版）

柯城区因“一县一策”点燃了乡

村休闲旅游的星星之火，灵鹫山省

级旅游度假区便是其中之一。记者

了解到，该度假区位于柯城区九华

乡境内，距衢州市区约 10 公里，区

位优势明显。度假区内建有亚洲最

长的树上滑索、全国最长的坡地滑

车、徐莫森林汽车穿越小道等娱乐

设施，吸引户外爱好者和市民前去

打卡体验。数据显示，2023 年，灵

鹫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吸引国内外游

客超15.8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0.8亿元，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约233

万元。

在大项目、新产业的加持下，山

区县自我“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成功

实现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与此同

时，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人口集

聚能力也不断提升。对此，各县均提

出了对应之法。如平阳县深入贯彻

千万农民素质培训工程，每年轮训

农村实用人才超1200人次，并实施

“新时代乡村工匠培育”工程，进一

步建强乡村人才队伍；柯城区通过

搭建平台、衔接资源、加强培训，持

续壮大农创客队伍，激励各类人才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莲都区则

聚焦现代“新农人”引育集聚和人才

梯队建设，在创业平台、日常生活等

方面给予保障，努力构建一支符合当

地特色产业需求的农业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