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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 通讯
员 周浩宇）近日，崇头镇下垟村
内人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畲
乡寻根 红色铸魂”青少年研学活
动在此火热开展。来自县实验小
学的 60 名学生走进这座充满魅
力的畲族村落，开启了探寻畲乡
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的充实之旅。

下垟村作为云和第一个畲族
党支部所在地，承载着深厚的红
色历史底蕴。活动现场，在讲解
员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学生们深
入了解畲族同胞在中国革命历史
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那段波澜
壮阔的红色岁月仿佛在眼前徐徐
展开，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深
深触动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灵。

为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活动
精心设计了多元体验环节。竹竿
舞的欢快节奏、“龙接凤”游戏的趣
味互动、传统套圈的竞技比拼，一
个个极具特色的畲族传统游戏，瞬
间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现场欢
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欢
乐的氛围。“第一次接触这些畲族
传统游戏，既新奇又有趣。”县实验
小学学生刘楚恬开心地说道。

今年 5 月，在县委统战部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下垟村畲族
长桌宴场所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学生们围坐在长桌旁，在畲
族文化传承人蓝文鑫的悉心指导
下，认真学习制作畲族刺绣工艺，
在一针一线间感受畲族文化的细

腻与独特。随后，大家共同品尝
畲族特色美食，欣赏畲族舞蹈，全
方位感受畲族文化魅力。“这样的
研学活动，既是传统文化的浸润，
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县实验小
学教师刘挺英表示，学生们在实
践中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这份体
验远比书本更生动。

下垟村今日的热闹场景，正
是其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的缩影。
近年来，下垟村坚持“红+绿+畲”
的发展模式，创新打造了“红绿融
合研学路线”，2023 年以来累计
接待研学团队 2000 余人次，实现
村集体经济增收 50 余万元。此
外，依托生态资源和畲族文化优
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精心打造了
畲族婚嫁表演、畲药产品、畲绣香
囊、畲歌体验基地等畲族元素新
业态，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3 万元
的经济收入。截至目前，全村已
发展农家乐、民宿 40 多家，实现
旅游收入 600 余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达4.5万元。

村貌美起来，村民富起来，村
庄强起来，下垟村逐步实现从“藏
在深山人未识”到“声名鹊起他乡
知”的美丽蝶变。接下来，下垟村
将继续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基，
不断提升乡村颜值和品位，打造
更多优质研学项目和旅游体验，
让更多人领略“红绿畲”交融的独
特魅力。

云和学子沉浸式
解锁畲族村的N种玩法

本报讯（记者 雷倩 通讯员
蓝莉莉 江紫艺）近日，县城投公
司认真落实审计整改，督促下属
的县房屋与土地征收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了 12 套安置房结算，收回
了结算款325.68万元。

去年，县审计局在县属国有
企业运营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中发现，县城投公司下属的县房
屋与土地征收有限责任公司已安
置的 59 套房屋未结算，安置房结
算款共计 2524.67 万元未收回。
对此，县审计局建议县城投公司
督促上述企业加快已安置房的结
算并及时收回结算款。县城投公
司高度重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
改，第一时间配合县征收中心研
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督促县
房屋与土地征收有限责任公司按
照整改方案抓好审计整改工作。

目前，县房屋与土地征收有限
责任公司完成了 32 套安置房结
算，收回了结算款 1145.67 万元。
下一步，县城投公司将扎实开展日
常管理监督，督促下属公司及时做
好安置房结算款的收缴工作。

据悉，近年来，县审计局扎实

开展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建
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
制，从制度层面明确整改主体责
任和监管责任。积极落实审计整
改“挂销号”制度，实行清单化管
理，按月统计、通报审计项目整改
率，并及时下发审计整改督办函，
强化问题跟踪督办。创新审计整
改提醒敦促制度，提前 15 天以书
面形式向被审计单位发送提醒
函，有效推动审计整改落实，截至
目前，累计发放整改提醒函 21
份。针对整改推进缓慢、难度较
大的问题，联合县纪委监委、县人
大财经工委等单位开展重点督
查，并加大对整改不力、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等问题的责任追究
力度，全面提升审计监督实效。
2024 年以来，累计完成 220 个问
题挂号、414 个阶段问题整改销
号，审计整改月度办结率100%。

“下一步，县审计局将坚决扛
起审计整改政治责任，把督促审
计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
手，推动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打
好审计整改‘组合拳’，着力打造
审计整改新格局。”县审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云和审计助推国企安置房
结算整改“见实效”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近日，又一
辆满载“共富礼包”的快递车自村中驶
出，省派农村工作指导员、三门村第一
书记黄勇“掐指一算”，仅当日运出的
农特产品便已超出千份。

宁可吃盒饭也要加班干，能让村
书记如此上心的农货究竟是什么“宝
藏产品”？

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只见一摞摞
真空包装的稻米整齐码放，米粒圆润
饱满、光洁如玉，远看犹如一堵莹白砖
墙，与之相邻的，还有产自云和最高峰
白鹤尖的山茶油，精致的包装盒上印
着满满的云和元素。此时午饭刚过，
受雇前来的农户们顾不上休息，有序

拣货、装货、封装，在胶带卷接连不断
的“呲啦”声中，打包完毕的纸箱迅速
堆满门口，等待最后装车。

“村民们正在打包的是 1200 份即
将发往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的‘共富礼
包’，每份有十斤大米和两斤山茶油，
整笔订单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48000 元。”黄勇介绍，三门村地块小、
多沙质土，肥力不足，农业主要走绿色
生态路线，礼包中的稻米，基本产自村
中的云和县水稻科学施肥示范方与云
和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有
科学施肥、灯光除虫等技术手段护航，
品质十分可靠。

说起这笔订单的来源，还得从浙江

水利水电学院同三门村的结对讲起。
以“助农增收致富”为目标，2019

年，学院同三门村建立结对关系。除
了派驻干部，三年间，校方还出资、出
技术帮助村庄修建光伏发电项目，联
动省植保检疫与农药管理总站、省耕
地质量与肥料管理总站、市土肥植保
能源总站等单位共同为示范田提供技
术支持，再加上强村公司的积极作为，
三门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 2019年的 3
万元迅速攀升至 60余万元，即便是年
迈无法耕种的农户，也能稳定赚取田
地租金，享受村庄发展的满满实惠。

无独有偶，同处白龙山片区的雾
溪畲族乡强村公司也通过省司法厅结

对帮扶、县内国有企业特供订单及私
域营销等渠道，成功将“生态跑步鸡”、
土鸡蛋、高山大米、山茶油等农特产品
销往上海、杭州、衢州等地，销售额超
20 万元，为地方产业富农增收“再添
一把火”。

依靠帮扶协作的“高速路”，“山货
走向大市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云和乡
村养殖业、种植业发展的“新常态”。当
前，白龙山片区正积极拓展更多对外合
作路径，以农业项目质量管控微改革为
牵引，建立标准、强化管控、对接市场，
全力搭建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更多山区
农户借生态创收、靠技能增收，为乡村
振兴增添更足生机与活力。

白龙山片区“共富礼包”打通山货出山路

本报讯（记者 陈雅雯 通讯员 项
大圣 卢静）近日，崇头镇 23 户农户成
功认养了县农旅投公司和崇头镇联合
发放的第一批 865只鸡苗。崇头村认
养农户雷希友高兴地告诉记者，每只
鸡苗只花了 10 元，鸡养好了，还能统
一收购，非常省心。

今年以来，我县积极探索富农增
收新路径，采取“政府+企业+养殖基
地+农户认养”的模式，重点面向低收

入农户开展“一户一鸡”鸡苗认养活
动，由县农旅投公司统一提供鸡苗、统
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收购销售，全力
提升农户自我“造血”功能。

“一只鸡的成本只要 10 元，统一
收购的价格是 150 元，相当于每只鸡
有 140元收益。”崇头村另一名认养农
户陈方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告诉
记者，养鸡投资少、见效快、相当于一
份“活期存折”，对今年的养殖她充满

信心。
“我们街道准备采取‘低收入共富

资金池+困难群众+鸡苗认养’模式，
开展鸡苗认养活动。针对困难群众，
街道强村公司将补助 10元，提供免费
认养。”凤凰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辖区农户认养积极性较高，一天之
内就有 6 名困难群众报名认养，目前
已报名认养鸡苗100余只。

据县农旅投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全县计划发放鸡苗 4500 只，目前
参与认养人数达到 150余人。低收入
农户养殖户还可以额外享受每只 45
元的产业补助，每只鸡预计可带动低
收入农户增收185元。

下一步，我县将加大农户鸡苗认
养活动宣传，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
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同时，鼓励各
乡镇（街道）充分利用结对帮扶等资
源，开展订单农业，助农增收致富。

云和探索“一户一鸡”开拓增收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 陈雅雯 通讯员 林
峰 吴鑫慧）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安
溪村的“箬叶共富工坊”已完成项目前
期工作，即将动工建设。工坊建成后，
将开展箬叶编织培训，开发箬叶灯笼、
箬叶书签等文创产品，可提供箬叶抚
育、加工、分选等务工岗位 20余个，预
计带动人均增收3万余元。

野生箬叶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
近年来，我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箬叶

产业，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山间野竹，成
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据统
计，目前，我县共有野生箬竹林 13000
余亩，从业人员 500余人，因箬叶厚薄
适中、韧劲十足、品质出众，深受市场
青睐。

“今年，我们已完成野生箬叶抚育
2000 余亩，提供抚育就业岗位 84 个，
带动周边 35 户农户开展箬叶种植和
抚育。”连日来，在崇头镇梅源村野生

箬叶抚育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在使用
无人机对 400 多亩野生箬叶进行施
肥。崇头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些带着山野气息的箬叶已成为村民增
收的重要支撑。

为了助力村民解决箬叶销售难
题，我县还借助“流动便民共富车”，开
展野生箬叶统一收购，帮助沿线农户

“带货进城”。2024 年，我县箬叶综合
产值达1126万元。

据悉，今年，我县计划抚育野生箬
叶 5000亩，涉及崇头镇、雾溪乡、安溪
乡等3个乡镇8个村，目前已完成抚育
4500亩。

小小箬叶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
起来，还为村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下一步，我县将积极推进野生箬叶公
益化抚育项目建设，不断延长箬叶种
植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让“大山
里的清香”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云和大山里箬叶飘香

本报讯（记者 雷倩 通讯员 张韵
蓉）“上半年的杭汀荒野茶已经全部制
作好了，现在陆续在做包装。”近日，记
者走进赤石乡杭汀村，村民们正紧锣
密鼓地包装茶叶，准备发往外地。为
了让这批茶叶更快销售，赤石乡以“党
建+业务”方式，打开产品销路。

杭汀村位于云和湖库区北面山
区，村民往返县城需乘渡船，交通不
便，并存在自然村数量多、密度小、面
积大、聚居程度低等特点，导致基层社
会治理难度大。面对这一现状，近年
来，赤石乡聚焦山区公共服务跨山统
筹一体化改革，以党建引领打开“库北
富美”养成路径，绘就杭汀村“富民山
居图”。

“我们聚焦山区群众基本公共服
务短板，杭汀村党总支整合村干部、
党员、网格员、留守妇女等本土力量，
成立‘汀大姐’帮帮团，通过建立‘菜
单式’的服务模式，抓好群众需求的
动态排摸和服务内容的有效承接，确
保服务高效匹配、精准送达。”赤石乡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杭汀村已
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心义剪、暖
心顺风车、物资代购、电力维修等送
服务、送温暖 60 余人次，惠及山区群
众 150 余人次。同时，盘活党群服务
中心、闲置资产等存量空间，在居家
照料养老中心的基础上探索山区留
守老人“离家不离村”集中供养模式，
腾出发展空间，培育山区文旅发展新

业态。
针对山区村庄资源分散、产业薄

弱、留守群众增收渠道单一等短板，赤
石乡党委依托生态优势成功打造“金
阳光”“荒野茶”“一片箬叶”等“共富工
坊”，采用以点带面、“合作社+村民”
的运行模式，形成“种植+采摘+收购+
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条，为留
守老人、低收入农户等提供就业岗位
30 余个。同时，赤石乡还特别邀请中
国制茶大师宋光华担任“荒野茶技能
导师”，通过“技能学堂”将炒茶技艺技
能培训课程下沉到村一线，切实帮助
农民增技增富，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
给，截至目前已开展采摘、杀青、烘焙
等专题培训 3 场次，30 余名村民每人

每月实现增收2000余元。
此外，赤石乡还依托网格治理，全

力发挥山区网格员村情熟、信息灵、
“活地图”等优势，成立“老娘舅”调解
队，常态化开展“夜谈机制”，及时掌握
村内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把各类矛盾
化解在基层。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杭汀村在
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和产业
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接下
来，赤石乡将继续深化山区公共服务
跨山统筹一体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基
层治理模式，推动产业发展升级，让
杭汀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稳致
远 ，真 正 实 现“ 库 北 富 美 ”的 美 好
愿景。

赤石以党建引领打开“库北富美”养成路径

眼下，崇头镇
吴坪村黄金芽茶
叶基地进入夏季
管护期，满坡黄金
芽茶叶将层层梯
田打扮得格外漂
亮。

刘海波 文/摄

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日前，
记者从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获
悉，历时一年多的精心改造，县长
垄生活垃圾填埋场修复工程已全
面竣工，标志着这座服务超 20 年
的垃圾处理“老将”迎来生态新
生。

长垄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长
垄山岙内，自 2000 年投用后，始
终肩负着全县生活垃圾终端处理
的重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
推进，该填埋场于 2021 年 6 月全
面停止生活垃圾进场，实现原生
垃圾“零填埋”。然而，在堆体沉
降过程中，早期防渗系统老化、渗
滤液水位上升、调节池积淤等历
史遗留问题逐渐显现。

为破解困局，2023 年，我县
启动总概算 6539 万元的修复工
程，对 43100 平方米库区展开“靶
向治疗”。工程涵盖封场生态修
复、垂直阻隔、调节池改造、地表
水导排、渗滤液导排、道路修复等

核心项目，通过构建全方位污染
防 控 体 系 ，切 断 污 染 源 扩 散 路
径。“我们新建的日处理 60 吨污
水处理系统采用了更先进的处理
工艺。”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 朱 军 华 介 绍 ，新 系 统 与 原 有
150 吨污水处理系统协同运行，
实现污水处理能力跃升 40%，为
垃圾渗液高效处理提供坚实保
障。

此次修复工程以整改促提
升，致力于消除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隐患，健全填埋场全生命周期
管理体系，最终实现长垄垃圾填
埋场的生态恢复和绿色转型。这
不仅是环境治理的突破，更是我
县践行“无废城市”理念的生动实
践。接下来，我县将继续秉持绿
色发展理念，加强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治理，不断探索创新垃圾
处理和环境保护的新模式、新方
法，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环境。

云和垃圾填埋场修复工程完工

时刻绷紧防范之弦
谨防电信诈骗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