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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薄弱，青壮年稀少，老人小孩独守村庄，这是目前大多数农村的现状。如何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集体效益，从而更快更好

地实现百姓致富，这也是目前“消薄增收”的主要目的。“消薄增收”天天喊，“消薄增收”村村搞，到底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化被动为主动，越搞越有

盼头，来看看威坪镇这几个村是怎么做的。

消薄增收，且看威坪

妙石村，顾名思义，以各种奇形怪状的石

头为名。自古以来，妙石村文人辈出，老师众

多成为妙石村的一大人文特色。而文人妙石

的未来，依旧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增加创

收，提高村集体效益，成为了妙石发展的必经

之路。

目前，妙石村的“井凹果蔬基地”占地近

210 亩，是威坪镇境内占地面积较大的果蔬

基地。其中，桃子的种植是基地最大的产业，

共有桃树 2000 余棵，每年产值达 8 万斤左

右，丰硕的果实，优良的品质，每年可为妙石

村带来近 15 万元经济效益。近年培育的近

2000余棵的枇杷、李子、杨梅等果树，产值也

达5万余元。

同时，“基地采摘游带动水果产销”，是妙

石村主打的农产品推广模式，通过收取相应

的基地门票的方式，开放基地让游客采摘，并

且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出售。不仅让外

来游客切身体会丰收的喜悦，同时也带动了

基地经济效益的提升。

为打破旅游经济季节性效益的弊端，妙

石村合理计划开发本村闲置不动资产。改造

老学校，搭建体验式民居，保留学校原有的构

建格式和风格，让外来的游客体验乡村校园

生活。同时，创新“开放式聚会模式”，以短租

的形式将老学校出租，让租客自行安排聚会，

吃住自己动手，在农村享受特有的聚会氛围。

村落大，青年外出工作，常住人口稀少，

居住在农村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这是

目前中国农村的大环境。而村里大大小小的

工程必不可少合适的劳动力。因此，妙石村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劳务队，与村工程项目进

行劳务费用合理定制，这样不仅能够让村民

赚钱劳务费，提高收入，丰富了农村较为枯燥

的生活，同时也为村工程项目降低用工成本，

增加了村集体性收入，达成“双赢”的模式。

妙石村：多样经济模式增创收

威坪镇楼厦村地处威坪镇七都源，是个

集体经济薄弱村，山核桃是全村最主要的经

济作物，现拥有千余亩山核桃林。而村务农

劳动力老化、个人山核桃面积少且分散、农户

经济来源单一等，成为楼厦村消薄增收所亟

待解决的难题。

2018 年 4 月初，楼厦村村两委、镇林

管站干部和威坪林业中心站技术员，一起

到临岐镇考察山核桃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与前景，通过咨询了解到黄精作为一种喜

阴的中药材品种，具有投入适中、采收灵

活、抗市场风险能力强的特点，依托良好

的生长环境和强大的市场需求，因地制宜

规模化发展黄精产业既有生产条件又不

缺市场前景，于是决心发展山核桃林下种

植黄精项目。

楼厦村书记说：“我们村的山核桃林面积

比较大，一直都是我们村农户经济收入的主

要来源，现在套种黄精，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零成本的好事。”

4 月中旬，全村 98%的农户就与集体签

订了承包合同。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种

苗、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分户培管”新模

式，村集体花 21 万元购买黄精种苗，在镇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和威坪林业中心站技术员

指导下，于 5 月上旬完成种植黄精 500 余

亩。经测算，2020 年底按亩均鲜重 1000 公

斤的产量，按 7 元/公斤的价格，总收入可达

350 万元，按合同约定分成比例“村民 6 成，

集体 4 成”，平均每年楼厦村集体可增收 47

万元，村民可增收 60 万元，其中低收入户可

增收 15 万元。

楼厦村：山核桃林里种黄精

叶丹薇 黄斌 严旭

多样的农业，优良的水质，童趣的墙画，

百年的石板⋯⋯茶合村，作为杭州市精品村，

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威坪六都源，有着天然的

地理和环境优势，为全村消薄增收，经济发展

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

茶合村境内地貌以山地为主，居于两条

溪流交汇处，整体环境背山面水，四季分明，

光照适宜，利于农林业的发展。

自 2018 年以来，茶合村通过土地流转，

打造特色农林产业项目，其中 50 亩鸠坑茶，

品种优质，产量高，通过集中采摘外销的模

式，加大村集体收入；100 亩猕猴桃果园，打

造“采摘游 水果产销”为一体的水果基地，以

游客体验式的方式推出属于茶合村的农家游

玩模式；而150亩的山茶油，是茶合村消薄增

收的重中之重，优良的种植环境，为高品质的

山茶油打下基础。

茶合村徐文礼书记说：“我们茶合村，地

理位置优越，这对于我们发展传统的农林产

业来说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所以，我们要把

优势放大，让更多的产业同时发展，预估能为

全村增加近10万每年的效益。”

如何将茶合村打造成“特色村”，发挥自身

的优势，如合理开发当地的历史景点改建古朴

的民居等，成为茶合未来消薄增收的发展方向。

茶合村，现存有仙人洞、观音庙、涌翠亭

等拥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景点。其中，仙人洞

流传着观世音菩萨为茶合老百姓祈福消灾

的故事，因此仙人洞旁的观音殿，每年都会

到访众多当地村民和游客拜佛祈祷。目前，

茶合村计划利用涵洞特有的灯光，为仙人洞

锦上添花，吸引更多的人流量。

一个优质的精品村落，离不开文化的传

承，而将旅游文化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是茶合

村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

茶合村的烈士墓，是为了纪念解放战争

时期，共产党为解放事业做出的英勇牺牲，具

有历史祭奠意义。因此，茶合村，改革创新，

将文化礼堂打造成“烈士纪念馆”，并改建村

内的民居民宿，提供优良的住宿条件，与各学

校、文人等合作，让更多的人到茶合了解文化

历史，进行研学交流，提升茶合的文化氛围，

以此带动经济发展。

共享经济,如今已经成为较为成熟和优

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单车、住房等都为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带来低价、优质的服务。

茶合村，总人口数达 1100 余人，而现居

常住人口占全村人口 40%，因此村内大量独

居老人留守“小别墅”，甚至出现“空楼”。“共享

农房”将合理规划大面积的农房民居，打造朴

实的居住点，以旅客短租（100-150 元/天）、

单位合作长租（1500-2000元/年）等模式，让

游客最真实地体验农村生活，感受属于茶合村

特有的“农家生活”，从而增加村集体性收入。

茶合村：资源整合，打造“多彩茶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