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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周末下乡去

本报讯（通讯员 何柏演）近
日，衢江区岭洋乡赖家村举行了首
届慈善日暨年货节活动，绿动衢州
公益团队、市总工会秋之韵艺术
团、天歌文化公益团队、衢州名城
文化经济协作交流中心、圆梦公益
等社会爱心团体和团队参与，为村
民搭建销售平台，为共同富裕助力。

年货节活动期间，茶叶、土蜂
蜜、山茶油、豇豆干、笋干、南瓜干、
豆腐乳、腌萝卜、野生中草药等赖
家村民带来的近 20种农产品被整
齐地摆放在展台上。群众自己当
起带货主播，热情地为社会爱心人
士、游客介绍农产品特点。

“我们来这里送文化，顺便买
点山货，价格公道，绿色健康，买一
些回家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品

尝一下。”来自市总工会的志愿者
张永民说。

岭洋乡地处衢南山区，是典型
的山区库区乡镇，巍峨雄美的仙霞
山脉、碧波蜿蜒的仙霞湖水孕育了
独具特色、品质优异、绿色生态的
山区农产品。

首届年货节成交额破万元，让
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倍增。村民
翁天国和母亲共卖了 2200元，成
为年货节上的销售冠军，他们表示
明年要多采些茶籽。赖家村农村
工作指导员巫燕飞说：“此次年货
节搭建销售平台，让群众可以凭自
己的本事卖货，同时也能及时了解
市场需求，增强村民共富信心，同
时也是增强乡村吸引力，打响赖家
村的名气，以正能量吸引正流量。”

首届年货节点亮山村共富路

玩什么
采摘草莓正当时
体验打年糕乐趣

记者行走在平坦的村道里，眼前
是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民居，民居的墙
上，画了一幅幅独具匠心的墙绘。

“游客来上蒋村，可以先在村里走
走看看，再去附近的下蒋村采摘草
莓。”随行的万田乡政府干部徐延金
说，天气虽然渐冷，但采摘草莓正当
时。眼下，作为全区草莓培育“主场”
的下蒋村，共有种植户 10多户，种植
面积约40亩。

因为地处城郊，万田乡的草莓除
了稳定供应市区水果店之外，一些家
庭农场也迎来一批批采摘客。“草莓是
从12月初开始采摘的，一直要采摘到
第二年的3月。”徐延金说。

一边走，一边参观，记者发现上蒋
村不仅建起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还建
了运动健康馆，里面有一些运动器材
供村民健身。

“冬天玩的项目不多。”上蒋村党
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蒋峰相告，
如果天气晴好，游客可以去村里的“天
空之城”游玩，那里可以露营、烧烤，并
且有露天酒吧等。另外，本月底村里
的“幸福年糕工坊”就要开张了，届时
游客可体验打年糕的乐趣。

“其实，在这里游玩之后，还可顺
便到附近村庄转转。”一旁的徐延金介
绍，2022年以来，万田乡以坞石村、上
蒋村、下蒋村、万田村、荷塘村、余家山
头村 6个未来乡村的建设为工作支
点，聚焦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建
设，正在打造一个省级未来乡村连片
发展样板乡。

“走，我们去看看邻村的红糖加
工。”随后，记者又来到距离上蒋村一
公里的炉头村。在炉头村榨糖厂，只
见加工作坊前的场地上堆了一捆捆
甘蔗。

红糖加工时，是把甘蔗经过清洗
放进压榨机中碾榨，分离成蔗渣和蔗
汁，浓稠的蔗汁经出料口流入到过滤
容器中进行沉淀。蔗汁经过一段时间
沉淀后，被送进热气氤氲的熬糖间，再
舀进大锅里面烧糖，于是熬糖开始了。

熬糖师傅设计的灶台独具匠心，
熬糖锅一般设单数 7口或 9口呈梯形
由高到低分布，熬糖灶台在当地俗称

“牛尾灶”或“直风灶”。
一位熬糖师傅介绍，熬糖中，先是

倒入第一个大的煮糖锅加热，后倒入
第二个锅内继续蒸煮熬。甘蔗汁经过

7只大铁锅依次反复蒸煮翻炒，熬到
一定时候就变成了金黄色的糖浆，再
将糖浆舀进一个木质平台上。糖浆一
边冷却，师傅就一边用铁锨使劲地翻
动压细，待糖浆变成色泽金黄的固体
状，土红糖即制作成功。

闻着喷香的红糖，记者仿佛回到
小时候，忍不住用一根甘蔗蘸着糖浆，
先是舔一舔，再吃起来。如今，这记
忆，恰是一种乡愁的甜蜜，让人体验到
童年的快乐。

吃什么
农家土菜
乡村小吃

目前，上蒋村收储、租赁了4幢闲
置房屋，打造了小吃一条街。

“村里的小吃，主要聚集在‘幸福
家’。”蒋峰说，“幸福家”是一幢古民
居，经过修缮后承租给客商开起特色
小吃餐厅。该餐厅有农家制作的菜
粿、酱粿、玉米饼、油炸馃、烤饼等。

记者看到，在“幸福家”附近还开
了一家“幸福面馆”，面馆里有牛肉面、
大排面、肥肠面，还有大杂烩砂锅、水
饺、馄饨等。“幸福面馆”女主人说，一
般在双休日来村庄游玩的人较多，面
馆的生意也好。

蒋峰告诉记者，村集体还把一幢
古民居对外出租，开了一家特色餐
厅。这家名叫“九侯家”的餐厅，还是
有故事的。

上蒋村与下蒋村一样，村民大多
姓蒋。据说，蒋氏一门是从兰溪迁到
衢州的。

在该村蒋氏家谱里，要数先祖蒋

横有名。苏轼在诗作《送蒋颖叔荣归》
中写道：“天下无二蒋，尽是九侯家”。
这诗是苏轼赠别蒋之奇（蒋之奇，字颖
叔）时所作。其中的“蒋”，指的是东汉
时期的蒋横，他是东汉开国将领，光武
帝刘秀封他为逡遒侯，官拜大将军，任
九江郡太尉。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有
人上报蒋横欲谋反，刘秀闻讯大怒，将
蒋横诛杀。为了免遭灭族厄运，除了
他第七个儿子蒋稔为父守灵，其余八
个儿子全部逃往江南。蒋横蒙冤遭到
诛杀后，朝野不平，刘秀就下旨清查蒋
横冤案，最终冤案大白于天下，蒋横平
反昭雪。光武帝刘秀为安抚蒋横一
家，除了以王侯之礼厚葬蒋横外，还将
蒋横的九个儿子全部封侯以示体恤。
江南蒋氏一时声名鹊起，被世人誉为

“九侯之家”。
这就是“九侯家”餐厅名字的来

源。
听着“九侯家”故事，游客还可以

在上蒋村品尝小吃与美食，到集镇上
寻找一家饭店享受农家土菜的味道。

蒋峰说，集镇上有家叫“杨家小
厨”的农家乐，一次性可接待160人用
餐。该农家乐的菜品以大坝鱼、烤肉
和土鸡、土鸭为主，比较有味道。另
外，有一家农家乐叫老路土菜馆，是以
农家土菜为特色，一次性可接待90人
用餐。

怎么走
自驾快速便捷

上蒋村地处城郊，距离城区仅
2公里，衢城市民自驾导航，很快便
到达。

炉头村榨糖厂员工在加工红糖。 村庄特色墙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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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城区，有一个城郊村，叫上

蒋村。它位于衢城西郊2公里，地理

位置优越，是万田乡集镇所在地。这

是一个风景宜人、民风淳朴的村庄。

近年来，上蒋村通过实施全村污

水管网改造提升、村庄道路沥青铺

设、最美村口建设等一系列民生工

程，使得村庄越来越美丽。

村庄变美后，上蒋村紧抓未来乡

村连片发展的契机，积极打造以文化

礼堂为核心，囊括便民服务中心、共

富驿站、运动健康馆等乡村生活馆，

培育“幸福小吃”和“它经济”产业，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12 月 20

日，记者来到万田乡上蒋村，体验了

一回乡村游。

本报讯（通讯员 高璇）“能
不能帮我核实一下这边的协议内
容？”12月 12日，龙游县龙王殿水
库工程征迁签约工作正式启动，在
该县庙下乡严村村文化礼堂，许多
村民接到签约工作启动的通知后，
纷纷到村里咨询自家的签约补偿
事宜，就签约补偿协议中的具体内
容和工作人员讨论交流，对确认无
误的协议当场签字并按压手印，用
实际行动表达对龙王殿水库工程
建设的认可和支持。

“龙王殿水库工程今天开始正
式签约，到现场的有 30多户，严村
村民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严村村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储建
峰说，下一步，工作组将继续完善
对农户房屋的后续签约工作，为龙
王殿水库工程的推进添砖加瓦。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六春湖
景区及庙下乡 13个行政村提供优
质饮用水保障，助力乡村旅游发
展，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

龙王殿水库工程征迁开签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玲）“通
过参与油茶保供专班获得专项计
分，上个季度平时考核为‘好等
次’，这是对我日常工作的最大肯
定。”近日，江山市大桥镇干部周涛
指着“四维考评”系统中的季度平
时考核结果说。

今年以来，大桥镇抢抓油茶共
富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契机，成立工
作专班，以“干部四维考评”应用

“专项计分”作为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助推重点工作提速增效的重要
抓手。参与的干部得基础分，根据
完成情况另外赋分，分值落差在季
度考核中以等次直观体现，考核结
果直接与岗位提拔、后备干部培养
推荐、年终考核评优、职级晋升等
挂钩，强化“干与不干、干多干少、
干好干坏不一样”的价值导向。

大桥镇通过“干部四维考评”
应用中的“任务大厅”功能，进行油
茶保供工作“派单”。“接单”的镇干
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走村入户
开展林农流转意愿调查和签约，镇
村干部群内实时亮晒土地流转面
积进度及排名，形成你追我赶的浓
厚氛围。仅 13天，该镇就全面完
成了 714户农户、6515亩土地流转
签约。

大桥镇以“专项计分”有效激
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油茶保
供工作进度走在该市前列，预计今
年可为桥头村、湖游村等 12个行
政村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收
140多万元，后期年均可为每个村
稳定增收 5万元，真正实现“村民
增收、集体共富、油茶保供”三大
目标。

大桥镇用“专项计分”
撬动“油茶保供”工作进度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雨婷 王
昕汉）衢江区峡川东村渡槽彩绘
项目是铜山源水库灌区“十四五”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的景
观配套项目，邀请衢州民居手工
线绘非遗传承人胡正亮及其团
队成员共同创作，把铜山源精神
通过墙绘的方式展现出来，进一
步扮靓“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
沿线。

东村渡槽位于铜山源水库下
游，横跨 351国道，主要用于保障
农业灌溉。东村渡槽总长度约
1332米，墙面绘画面积达 5000多
平方米。为确保彩绘按时完成，胡
正亮及其团队成员每天早上 7点

多就到点位上开始绘画。
胡正亮介绍，这些彩绘的内容

主要围绕铜山源精神展开，分为
“峥嵘岁月、巍巍丰碑、美丽灌区和
继往开来”四个主题，描绘了铜山
源水库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同时也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们无
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激情岁月。“我
们画画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表现出
来，让大家都记住这个事情，传承
好这种精神。”胡正亮说。

目前，整个彩绘项目已完成
80%左右，待全部完工后，东村渡
槽将融入“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
更好地向沿途来往车辆和行人展
现铜山源精神。

峡川东村渡槽彩绘
扮靓诗画风光带

江山市上余镇李坪村是远近闻名的“红糖村”，全村种植榨糖甘蔗面
积300多亩，且70％以上的村民从事红糖产业，年加工红糖总量达75吨。
图为近日在李坪村的农田里，一片片茂密的甘蔗林呈现出丰收景象，村民
在田间地头忙着砍收甘蔗。 通讯员 姜层层 摄

蔗农生活节节甜

▲“九侯家”餐厅。

村里的景观节点。

◀上蒋村村口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