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德清县钟管镇曲溪村柑橘大棚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收红美人柑橘。 王树成 摄

大棚柑橘喜丰收大棚柑橘喜丰收

□本报记者 沈璐兰

11月15日，联合国旅游组织执

行委员会第122次会议公布了2024

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省龙泉市

宝溪乡溪头村入选。截至目前，我省

共有余村、下姜村、溪头村等3个村入

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成为全国入

选“最佳旅游乡村”数量最多的省份。

孕育着黑麂、大鲵、红豆杉等上

百种珍稀动植物，森林覆盖率高达

92%……从默默无闻的偏远乡村到

游客纷至沓来的和美乡村，溪头村

的美丽蝶变源自“千万工程”。多年

来，村两委班子“面子”“里子”两手

抓，一任接着一任干，带着大伙儿拆

违建、治水流、美村庄、兴文化，让溪

头村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我们依托‘清凉氧吧’‘会呼吸

的水’以及‘丽水山耕’等生态资源

和农产品品牌，将溪头村打造成高

山‘旅游+康养’的休闲胜地，发展休

闲农业。”该村党总支书记曾志华告

诉记者，目前村里70%的村民投身旅

游业，相关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80%

以上，去年，全村旅游收入超过350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百万元

大关。不仅如此，溪头村还与周边6

个乡镇的22个村庄建立旅游联盟，

推出“溪游记”文旅品牌，通过项目

合作、产业协同、资源共享，实现从

“一村富”到“村村富”的转变。

在农文旅深度融合之外，溪头

村还走出了一条“以瓷兴业”的特色

“共富路”。“我在溪头村开了一家民

宿，同时在龙泉市区经营了一家青

瓷店铺。我发现，许多游客先是被

溪头村的青瓷文化所吸引，进而对

龙泉乃至丽水产生兴趣，溪头村是

妥妥的‘流量王’。”“00后”青年、“瓷

二代”金宏杨点赞道。

多年来，溪头村深入挖掘龙泉

青瓷的文化底蕴，利用这项跨越千

年的非遗技艺，激发了古村落文化

旅游的新热潮。

“我们通过盘活闲置资源、跨区

域联动合作等方式，打造了‘不灭窑

火’共富工坊，目前建有国瓷馆展览

厅、‘茶瓷水’展陈空间、‘不灭窑火’

文化展示馆等新空间，开发了非遗

体验、休闲观光、研学教育、农家乐

（民宿）等新业态，并推出了瓷源文

化传承地、现代艺术创作园区以及

瓷艺特色文化节等旅游品牌，以‘文

化激活+产业带动+专业运营’的模

式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曾志华介绍。

下周，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将在乌镇开幕。这

两天，一条互联网大道已于 11

月15日正式投入使用。

互联网大道是在部分环河

东路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是通往

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互联

网之光博览中心和乌镇景区的

主要通道。

14日一早，记者前往体验这

条充满智慧与创新的道路。记者

驱车沿着乌镇大道一直来到乌镇

国际汽车露营地附近，向左转入

环河东路，便到了互联网大道。

乌镇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

任王平告诉记者，这条大道东起

乌镇大道，西至姚太线，整体呈

东西走向，全长约 1.93 公里，设

计时速为 60 公里，采用双向六

车道布局。

互联网大道很“聪明”。记者

驱车驶入道路，只见前方的交通

信息发布板会实时更新拥堵情况

和精准行程时间，还会轮播欢迎

用语、景区流量、景区行程时间、

天气情况和事件预警等信息。

红绿灯也很智慧，它会根据

车流量自动引导车辆切换车道

方向；全长约 1.93 公里的道路

上，每隔 150 米就设有激光雷

达，实现交通运行动态监测，实

时监控道路负荷度、在途车辆

数、拥堵指数和流量数据。

智能交通指示牌会根据实

时路况，向驾驶员提供行驶建

议，车道导向指示牌也能通过现

场感知，自动切换可变车道。多

个大大小小的路口也进行了智

能化升级，智能哨兵会在路口来

车时，自动播报提醒：“前方有车

辆，请减速慢行。”

此外，安全智能预警投影、

智慧斑马线等多项智慧化设备

协同工作，共同打造了一条通往

乌镇景区的智慧之路。新乌桥、

口袋公园、光伏围墙等焕新工

程，更是为这条大道增添了不少

惊喜。

据悉，未来，它还将作为S12

申嘉湖濮院出口处（规划的乌镇

东出口）的快速通道，提供更便捷

的出行选择。 宋彬彬 王志杰

桐乡乌镇有条路很“聪明”

□本报记者 李松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美称，据

统计，我省八大水系自然水域共有

鱼类 104 种，其中开展养殖的有 63

种。土著鱼类产业是乡村振兴的

“金钥匙”，也是农民增收的“摇钱

树”。11月15日，浙江土特产·土著

鱼类保护发展工作会在新昌举行。

会议提出，要部署实施溪流性鱼类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力争把

“浙江溪鱼”打造成为浙江渔业绿色

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新名

片。那么，如何挖掘土著鱼类这一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小溪鱼”

真正转化为“大产业”？

从“养”入手，坚持保护养护与开

发养殖并重。近年来，浙江通过实施

生态修复百亿放流行动、建立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等一系列举措，在恢复

水生生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但仍应看

到，不少土著鱼种群数量正逐渐减

少。因此做好“边保护边开发”的文

章是任重道远。一方面，要以硬举措

保护河流水域环境，加强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落实八大流域禁渔要求，科

学规范开展增殖放流；另一方面，要

科技赋能，依托现有土著鱼类种质资

源，加快选育出繁殖能力好、抗逆能

力强、养殖效益高、具备产业化前景

的水产新品种，着力攻关人工规模化

繁育、集约化养殖技术、专用饲料和

病害防控等关键技术，发展陆基圆

桶、工厂化循环水等设施渔业，提升

土著鱼养殖技术水平。

“产”字当头，激发富民发展动

能。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于“吃”的需求从“有得吃、能

吃饱”正向“吃得美味、吃得健康”

加速转变。土著鱼类作为滋味鲜美

的宝贵食材和优质蛋白的重要来

源，正越来越受到广大“老饕”的青

睐。并且，与传统种植业相比，土

著鱼的养殖效益更具优势。统计数

据显示，我省溪鱼养殖每吨产值可

达11万元，已成为山区农户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之江大地已经涌

现出不少像“千岛湖鱼头”“开化清

水鱼”这样广为人知的土著鱼品

牌。要总结推广这些先进经验，加

快推动土著鱼类育苗、养殖、加工、

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建立

土著鱼养殖技术规范和质量等级划

分体系，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加强

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做大土著鱼

市场蛋糕。同时要健全联农带农益

农机制，让广大农户分享土著鱼产

业增值收益。

向“新”而行，开拓价值转化路

径。“溪流渺渺净涟漪,鱼跃鱼潜乐自

知。”一方水土，既能养一方人，也可

养一方鱼。溪鱼不仅是当地的“土

特产”，更是嵌入乡土的文化符号、

寄托乡愁的重要载体、浓缩乡味的

珍馐佳肴，往往能勾起人们内心深

处与乡土的情感联结。因此要充分

挖掘土著鱼类诗词歌赋、传说故事

等文化内涵以及地方菜系、农家小

吃等传统元素，开发特色菜品和预

制食品，打造具有土著鱼类 IP 的渔

事体验、农遗研学等消费新场景，提

升土著鱼全产业链附加值。

浙 农 观 察

小溪鱼孕育大产业

□本报记者 张雅萌

日前，第 21 届全国种子信

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上传来了

好消息：我省台州市“温岭小洋

薯”作为依托资源塑产业的典

范，成功入十大全国优异农作物

种质资源推介和典型开发案例，

也是我省唯一入选典型。

“温岭小洋薯有着悠久的种

植历史，俗称‘小种洋芋头’‘小

土豆’，具有个头小、金黄色泽、

口感细腻黏糯的特点，是在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中发现的马铃薯资

源。”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陶梦蝶告诉记

者，近年来，温岭市出台扶持政

策，大力开发地方特色种质资

源，延长产业链，“小土豆”一跃

翻身成为当地农户致富的“金豆

豆”。目前，该品种在温岭市种

植 面 积 超 2500 亩 ，年 产 值 约

7000万元。

“过去村里家家户户依靠小

洋薯维持生计，但因常年销路受

阻、保质期短和利润低等原因，

产值一直不高。”台州默梵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兵

锋告诉记者，自己在温岭市坞根

镇红山村长大，对家乡的“小土

豆”有着深厚的感情。通过对多

地市场和基地的调研、考察，

2019 年，杨兵锋抱着“要让家乡

‘小土豆’走出去”的想法，与三

名好友共同开启了创业之路。

“ 在 镇 政

府支持下，我

们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先后

同多个超市签订合作意向，打开

了市场大门的第一步。”杨兵锋

介绍，公司通过引进筛选装置、

净水系统和包装系统等设备，将

原本“灰头土脸”的小洋薯清洗

干净后上市，进一步提高小洋薯

销售品质。“公司与当地深加工

企业开展合作，将小洋薯高温杀

青、低温冷却后包装入袋，成为

开袋即食的农产品。这种方式

不仅将小洋薯的保质期从 4 天

延长至4个月，同时创新了食用

形式，拓宽了市场半径，产品一

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杨兵锋说，去年公司的销售额已

超700万元。

记者从温岭市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了解到，近年来，当地政

府从资金、政策、科技、人才等多

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补

助，出台特色农业扶持政策，设

立专项资金，推出“共富青英贷”

“青年创业贷”等青年创业就业

贷款项目，全力支持温岭小洋薯

产业的发展。

“全市积极培育蔬菜种植和

经营主体，招引返乡青年、农创

客创业，在坞根镇创建‘青春共

富工坊’，带动周边乡镇村民种

植小洋薯，年销量从 20 万斤提

高到100多万斤，帮助农户亩均

增收 3 万多元。”陶梦蝶告诉记

者，下一步要持续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延长温岭小洋薯产业

链，带领农户增收致富。

温岭小洋薯变身“金豆豆”

寻找““隐藏款隐藏款"" 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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