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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第一次到丽水缙云，一定会被高铁出站通道里一块偌大的广告牌吸引：爱才惜才源于心，举才用才践于行。

旁边几行小字，有着真金白银的冲击力：来缙创业，最高资助2000万，当医生最高奖励500万、老师165万、播音

主持68万、导游首年奖励25万⋯⋯高铁站的广告牌，亮出的往往是一座城市的特色家底，而缙云，亮出的是求贤

若渴的决心。

近日，在缙云最南端的大洋镇环湖村，举行了一场“民生议事堂”活动，这也是钱江晚报·同心桥“民生议事堂”

的第二场活动。参加活动的，除了市县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外，还有首批与环湖村签约的“共富合伙

人”。这场协商活动，大家围绕“一只美人腿、一朵杜鹃花、一间环湖屋”，共同为大洋镇的发展建言献策。

钱江晚报·同心桥“民生议事堂”第二场活动，走进缙云最南端的大洋镇环湖村

一只美人腿、一朵杜鹃花、一间环湖屋
农旅如何融合，他们带来满满干货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通讯员 楼敏

如何找回小时候的味道
一只“美人腿”有答案

茭白是缙云特产，嫩茎肥大、白净整洁、多肉柔嫩，还带有几

丝微甜，故又被称作“美人腿”，还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大

洋茭海”成功入选浙江省最美田园，“山啦”牌茭白漂洋过海远销

境外。

茭白，自然成了当天活动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大洋镇、万亩绿、美人茭，这是民间流传着的‘三字经’，更是

对大洋茭白的形象比喻。”发言人李春萌，被称作“茭白大王”，研

究出“一年两收”的“双季茭”，带动周边 4000 多户农户走出一条

“茭白致富路”。“这几年，缙云茭白种植效益越来越好，全国各地

茭白产区，都和缙云有关系，有的是缙云人出去种植，有的请缙云

人当师傅，有的请缙云人去收割。”但李春萌也直指问题所在：当

地茭白龙头企业数量少、产品附加值不高、品牌影响力不足。破

题的关键，要注重茭白种子的资源保护，也要提升完善销售链。

“现在已经收割销售的茭白，亩产基本能达到14000-18000

元。但有些种苗没有更新换代，收割时节晚，亩产只有七八千

元。”今年 6 月，受极端天气影响，各地茭白集中上市，价格低迷，

“如果缙云有大量保鲜仓库可以使用，就能缓解集中上市压力，提

升茭白效益。”

这场议事活动，也请来了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

徐伟忠这样的农业专家。“为什么现在很多农产品，都没有小时候

的味道了？”徐伟忠抛出的问题，引发大家的好奇，“农产品的风味

有三万多种，是需要经历大自然风雨雷电的锤炼，才能得以释

放。”由此，他提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名词：逆境农业。

在徐伟忠看来，具备海拔和气候优势的大洋镇，有着发展“逆

境农业”的稀缺资源。“这里的荒山荒地，适合通过雾耕技术发展

设施农业，充分利用土地空间资源，通过资本引入，创造一种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充分参与的共富模式。”

如何吸引游客多来几次
一朵杜鹃花上做文章

平均海拔 800 米，大洋镇也被称为“长三角离星星最近的

镇”。当地人说，大洋绝美的景色在暮春、初夏——每年四五月

份，杜鹃花开，这里就是烂漫的花花世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

大洋山间流连。这些年，大洋镇一直在一朵杜鹃花上做文章。

在环湖村，“杜鹃花大观园浪漫花海”就是其中一个移民共富

项目。黄杜鹃、皋月杜鹃、灯笼杜鹃、猴头杜鹃、云锦杜鹃、鹿角杜

鹃⋯⋯多个品种的引入，大大拉长了杜鹃花盛开的时期。

“大洋镇杜鹃花形态各异，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杜鹃花大观园

建设奠定了生态基础。”李婷是丽水学院生态学院教授，围绕杜鹃

花大观园建设、生态康养，当天与现场视频连线。

一朵杜鹃花，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李

婷建议，杜鹃花大观园总体规划以观赏为目的，通过游步道、观景

台的配备，为游客提供更多观赏途径。在品种选择上，杜鹃花有

600多种，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在不破坏山体的前提下，见缝插

针补种一些知名新品种，拉长杜鹃花期；通过运营管理和规划维

护，开展相关旅游项目，结合智慧园林建设，打造杜鹃游的“大洋

样板”。

来自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金亮，目前在仙都管委会挂职。

在他看来，杜鹃花大观园是集杜鹃科植物收集、研究、展示、观赏

于一体的植物专类园，拉动森林休闲旅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他建议，通过建造示范基地，推广乡土杜鹃花栽培技术，“村

里可以借助科研院校力量，利用周边山林、水资源，开发垂钓、赏

花、露营等业态，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林旅融合发展，同时发动村

民种植优良杜鹃花，培养本土产业技术人才，扮靓美丽庭院。”

如何吃好生态这碗饭
一间环湖屋里谋发展

因为山高路远，地区偏远，大洋镇老百姓吃了不少苦，但也享

了绿水青山的福。有些上海客人年年来此住上两三个月，于山水

间，坐看云卷云舒。这些年，大洋镇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办起民宿，

还吸引一批“90后”回乡创业，吃上“生态旅游”这碗饭。

大洋镇环湖村党支部副书记上官洪洋就是代表之一，干了

12年民宿的他，是当地民宿产业的带头人之一。

在当天的“民生议事堂”活动中，上官洪洋介绍，目前环湖村

共有农家乐25家，床位482个，年接待游客2.8万余人，餐饮住宿

总收入350余万元，从业人员90余人，人均收入3.8万余元。

“环湖屋”有没有人来住，有没有人愿意沿着蜿蜒山路来打

卡，靠的是当地有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特色亮点。在大洋镇，

抽水蓄能项目是丽水市首个单体百亿级投资项目。

“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像安吉天荒

坪，就是很好的例子。”丽水市政协委员、抽水蓄能公司董事长项

荣华介绍，这个项目，可以与科普旅游、风光水土、体育休闲项目

结合，打造大型高山旅游休闲度假区，“比如冬季开设滑雪场，这

样可以把冬季旅游也调动起来。”

项荣华的建议，说到了大洋镇镇长楼碧勇的心坎里，他的心

愿之一，就是想在大洋镇建造一个滑雪场，留得住游客。

缙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丁钧盛介绍，缙

云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村+合伙人”的合作共建模式，创新

开展“我在缙云有个村——寻找乡村共富合伙人”活动，集更多的

优势资源助力村庄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这些“合伙人”带来满满干货，大

洋镇将依托“共富合伙人”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工作，以项目催生

产业，以产业增收富民。缙云县政协主席付勇斐介绍，通过这次

“民生议事堂”活动，也为缙云特别是大洋镇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的山区样板，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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