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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通过实施‘微改造、精提
升’行动以来，已经变得越来越美
了。”日前，记者一走进开化县大溪
边乡墩南村，就发现村庄变化挺大
的。只见，在进村的路口，新建了
一个倾斜的酒樽造型小品，地面铺
设细砂石，形成一个动态的酒樽倾
倒、美酒流出成溪而清香四溢的画
面；村里的红高粱广场一侧，还新
添了有关酒缸、红高粱的造型小
品，特色的酒文化已经与村庄建设
融为一体。

随行的大溪边乡干部郑建平
说，近年来，墩南村的变化，与一个
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墩南村党支
部书记余丰明。

墩南村位于大溪边乡政府所
在地，是由墩上、墩下、柴塘、大坞
口 4 个村合并而成。全村有 695
户、2300人。该村距开化县城37.5
公里，距千岛湖环湖公路 15公里，
距京台高速G3马金互通20公里。

“既然村民支持我，信任我，我

就得好好干。”53岁的余丰明告诉
记者，他是在 2020年 10月村（社
区）党组织换届选举时，当选为墩
南村党支部书记的。

余丰明是个能人，他初中一
毕业，就到杭州的一些工地打
工。几年后，余丰明开始承包工
程。

“中途，我还当了 3年兵，退伍
后，又继续承包工程。”余丰明说，
那时，他在杭州办起建筑公司，有
几百人相跟着干活。也许是因为
幸运，承揽建筑工程多年，他一直
没有遭遇过拖欠工程款的事情，因
此他的事业做得顺风顺水，最多的
一年要发放劳务工资达几千万
元。“我带出的小包工头，就有 100
个左右。”

创业过程中，余丰明关心家乡
的建设。从2003年开始，余丰明就
担任大溪边乡驻杭创业党支部书
记，一直为村里做实事。这期间，
他不仅安置本村部分村民就业，还

把大城市的先进理念带回村，深得
村里百姓信任。

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余丰明
带领村两委干部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一条中心村通往姚家自然村
的路，拓宽了。余丰明说，原先的
那条路狭窄难行，只能一辆小车勉
强通过，特别是在原供销社位置，
车辆稍不注意便会剐蹭，这给村民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那幢房屋需要拆除一部分，给
村道让路，才行。”余丰明说，可是，
要拆房，住户的工作一直难做通。
没有办法，余丰明就赶到住户的工
作地，经过两天三夜的沟通、协商，
最终做通了他的工作，村道得以拓
宽。村里又马上硬化了道路。

墩南村地处集镇，农户建房指
标管控严，不少符合建房条件的村
民被“堵”在金溪的两岸，无处建
房。急农户所急，余丰明于2021年
上半年，为村里谋划好了墩南新村
建房集聚点，给村里有建房需求的

无房户带来了好消息。“规划好的
新村，可以安置 11幢民房。如今，
有的农户楼房已经建好，有的正在
建。”余丰明说。

“村两委班子团结，有战斗力，
村里的项目就多了起来。”在乡里
支持下，墩南村沿着溪边，修建了
一条从墩南村到上安村的游步道。

余丰明说，当村干部就要替村
民办实事，无论大事、小事。目前，
村里还拓宽了一条从中心村到大
坞口自然村的村道，能让两辆轿车
交会通过；并且在一个自然村建了
一个1000平方米的停车场。

姚家自然村有20多户村民，一
直来，他们家里的电视信号弱。去
年，余丰明就联系相关部门，在姚
家自然村安装了电视接收塔，方便
村民收看电视。一件件事情的落
实，赢得了村民的点赞。

“三五年后，墩南村将建设得
更好。”余丰明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 胡宗
仁 通讯员 罗鸷峰 赵芳
杰） 6月24日，在省农业农
村厅主办的浙江省首届“绿
领新导师”名师名课大赛
中，我市选手毛奇海获得特
等奖。衢州市农业农村局
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我市
另外的参赛选手，姜杭轩获
得二等奖，江伟琴、夏晨获
得优胜奖，这些获奖选手都
被聘为省乡村振兴实践指
导师。

据悉，80名来自全省
各地的选手参加了本次大
赛。我市选手毛奇海以《小
盆景制作》为题材，通过理
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讲述，获
得了评委专家的一致肯定，

在激烈的竞争中勇夺系统
干部和院校老师组唯一的
特等奖。

精心备赛，选拔人才。
今年5月11日，我市举办了
新农人培育促共富讲课大
赛，共选拔出9名优秀选手
参加本次全省名师名课大
赛。衢州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人员表示，下一步，我市
还将继续加强农民培训导
师培育，壮大农民培训师资
队伍，特别是壮大“土专家”

“田秀才”队伍，通过“导师
兴”带动“人才兴”，培养出
更多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
实用人才，为建设四省边际
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乡村
人才保障。

本报讯（记者 吴建邦 通讯
员 王林 饶彧逸 报道组 蒋君）近
日，在江山市保安乡仙霞关驿站交
通节点配套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施
工现场，十几名工人正在移栽沿线
绿化带内的苗木。该项目是江山

“仙霞探古”县域风貌样板区创建项
目之一，总投资400万元，主要进行
保安乡路口绿化提升、驿站打造等。

江山“仙霞探古”县域风貌样
板区创建项目于去年 8月启动，规
划面积约 23平方公里，串联峡口
镇、保安乡、廿八都镇 3个美丽城
镇。保安乡作为样板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坚持规划引领、项目支撑、
民生为本的创建思想，谋划实施了
10 余个项目，总投资 3000 余万
元。截至目前，大部分项目已动
工，完成资金投入1600余万元。为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保安乡党委政
府采取一个项目由一个乡班子成
员挂联负责，在项目政策处理、立
项审批、资金保障等环节提供全过
程服务。

在仙霞关景区道路拓宽项目
施工现场，2台工程器械正在夯实
路基，一旁10余名工人正在垒砌石
头挡墙。同行的乡干部介绍，仙霞

关景区是浙江省首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旅游旺季时，通往仙霞关
的公路每日游客承载量达 5000余
人次，但该道路仅 4米宽，两车交
会时偶有剐蹭情况发生，不仅存
在安全隐患，还制约了景区旅客接
待能力。

去年12月，保安乡抓住风貌样
板区创建的契机，把仙霞关景区道
路拓宽项目确定为保安乡 2022年
度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计划投资
400万元，将1.5公里长的景区道路
从 4米拓宽至 6米，满足景区交通
需求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方便

周边群众出行。目前，该项目已完
成总工程进度的 80%，预计今年 7
月可实现通车。

此外，保安乡支线“白改黑”项
目正在分段有序推进中，该项目由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实施，总投资
870万元，主要将4.5公里保安支线
铺设成沥青路面。建成后，将有效
提升保安交通设施水平，为当地旅
游产业发展夯实基础。保安乡相
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乡里将紧扣
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相关项目，为
江山“仙霞探古”县域风貌样板区
创建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方俊 通讯员
方络川 罗敏）近日，中国三峡新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峡公司”）投资的三峡龙游
100兆瓦分布式渔光互补光伏项目
在龙游县小南海镇吕塘村的坑塘
打下第一根基桩。

该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占地

约 1600亩，涉及湖镇、詹家、小南
海、东华街道、龙洲街道等乡镇（街
道）约 50多个村集体的坑塘水域，
年均发电量约1.06亿度，25年寿命
周期年内累计上网发电量约 26.58
亿度，每年节约标准煤约3.46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8.65万吨。

龙游县两山生态资源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山银
行”）经过前期生态资源摸底调查
和分析，选择山塘水塘作为切入
点，将分布在全县的闲置山塘水塘
进行规模化的集中收储，整体打包
租赁给三峡公司进行开发。龙游
县“两山银行”负责人刘扬华说，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

鱼”的水域开发新模式，鱼塘将优
先交还给农户，有意愿者经过统一
培训，化身为“渔夫”，促成光伏发
电与渔业养殖一体化有机结合。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首期拟收
储 900多亩山塘，期限是 25年，仅
光伏项目租赁费一项就可增加村
集体收入近1000万元。

大陈杨梅开摘
6月24日，在江山市大陈乡早

田坂村的才平农场杨梅山上，游客
在采摘杨梅。当天，大陈乡在此举
办第七届杨梅采摘节暨打造未来
乡村迈向共同富裕活动，现场卖出
杨梅五百多篮共计 1300 多公斤。
据了解，早田坂村是江山市东魁
杨梅特色村，杨梅栽种面积达100
多公顷，年产量 15 万公斤，带动
300多户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近10
万元。

记者 吴昕悦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钱佳琪 摄

乡 村 能 人 故 事

余丰明：乡贤治村有方法
记者 胡宗仁 通讯员 毛诗雨

聚焦民生改善 夯实旅游基础

保安乡有序推进风貌样板区创建

占地1600亩 涉及50多个村

龙游推出“上可发电下可养鱼”水域开发新模式

“土专家”“田秀才”
在全省大赛获奖

荷香引客来
近日，柯城区万田乡荷塘村“一米荷塘”中荷花盛开，引来众多游客打

卡拍照。据悉，该村整合村内土地资源，打造百余亩荷塘。
通讯员 胡江丰 摄

从江山市四都镇前岭
村的山脚下，沿着弯弯曲曲
的山路，开车五六公里，来
到一个叫五家岭的地方，就
到了江山市丰登家庭农
场。这里海拔 400多米，雨
天云雾缭绕，一片郁郁葱葱
的桃林在大山里格外耀眼，
不少人慕名过来采摘品尝
高山水蜜桃。

“这片桃山有 120亩，
这里空气好、生态好，非常
适合种出口感鲜甜的桃
子。”农场主刘伟于 6年前
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原先
计划种植猕猴桃，但邀请专
家考察之后，因为山上水
少、温度低，不适宜猕猴桃
生长，才改种耐晒、防冻的
桃树。

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
片矿山，有 40多户居民生
活在此，祖祖辈辈以烧石灰
为生计。据老一辈人介绍，
清朝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开
矿烧石灰，绵延几百个土
窑，甚为壮观，很多衢江区
后溪的人都过来挑石灰。
后来，政府出台下山搬迁政
策，鼓励村民下山居住，大
家都陆陆续续搬走了，大山
也就荒芜了。

如今，在刘伟的用心经
营下，这里又有了另外一番
景象。几千株桃树代替了
几百个土窑，荒山披上了新
绿，每天来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绝，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四
百人。曾经这里因烧石灰
而出名，如今因一片桃林吸

引人，山顶上又恢复了往日
的生机。

谈起如何种好桃，刘伟
感触颇多。“修剪、治虫、疏
果，样样都是技术活，刚开
始走了不少弯路，交了不少
学费。把好的会结果的枝
条给剪了，疏果时把好的果
子摘掉，不好的留下。”刘伟
说，还有人工除草，多的时
候要雇佣三四十人。创业
初期，资金压力大，他到江
山农商银行做了惠农贷款，
保证了事业的后续发展。
如今，他每年都要请技术员
过来指导，金华、安徽的专
家都请了很多次，种植技术
也越来越好，对这份大山里
的坚守也越来越有信心。

“做农业很辛苦，要看
老天爷脸色吃饭。”刘伟介
绍，桃子成熟时，每天凌晨
4点钟就开始摘桃；夏天的
时候施肥、割草，浑身都湿
透；山上独特的小气候，有
时候会刮起大风，影响种
植，但这些困难都被他克服
过来。因为对农业的一份
热爱，才让他一路坚持走下
来。如今，100多亩山地里
种上了水蜜桃、黄桃、冬桃、
枇杷等，还养了四五百只鸡
鸭，农场经营逐渐步入正
轨，今年的桃子产量有一万
多公斤。刘伟有个
小目标，通过不断改
善经营，提升种植技
术，在几年内种出桃
子5万公斤。

“矿山”变“桃山”
高山上种下“致富桃”

记者 吴昕悦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毛罡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