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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 谋发展

县中医医院体检中心
给居民“新”体验

自3月13日开始，县中医医院体检中心开展常态
化体检服务，实行预约体检，每日体检限号50人，居
民健康体检结果还可以在医院公众号上查询。中心
内设内科、外科、中医科、心电图室、B超室等，日常开
展甲状腺筛查、肺功能检测等项目检查。

段军 供稿

采他山之石 筑乡村新篇
扬长补短打造美丽同弓

同弓乡党委书记 邹斌

这次龙游、淳安、开化为期两天
的学习考察，先进地区创新谋事、精
细做事、责任成事的发展实践，让我
倍感触动、倍受启迪、倍增干劲。有
了以下体会：

一是敢想敢做，敢为人先。龙游
溪口率先实施未来乡村建设，赢得先
机。千岛湖“月光之恋”光影艺术夜
游项目，打造全国首个沉浸式岛屿光
影艺术夜游。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
村，近年来紧紧抓住党建统领的东
风，敢想敢做，敢为人先，联合周边
20余个行政村，牵头成立“大下姜乡
村振兴联合体”，大力发展特色农产
品，实行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品牌共
塑，携手邻村迈向共同富裕。

二是因地制宜，推陈出新。“治水
造景，富民强村”，龙游县团石村、开
化音坑乡下淤未来乡村，依托独特的

“水优势”，做好“水文章”，创新打造
滨河景观经济带。千岛湖畔的千岛
湖啤酒有限公司，依托千岛湖优质水
资源与30年品牌形象，打造了以啤
酒快乐文化体验为主题的千岛湖啤
酒小镇，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是持之以恒，求真务实。下姜
村在六任省委书记的调研指导下，尤
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关怀下，坚
持党建引领，紧扣强村富民目标，一
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从一个偏远落
后的小山村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华
丽转变。卡游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
以来，坚持以动漫卡牌为载体，为动
漫爱好群体提供高品质、健康向上的
正能量动漫产品。目前，该公司产品
已遍布全国33个省、区、直辖市，覆
盖率达95%以上，年产值达15亿元，
小小的卡牌，焕发出大能量。

采他山之石坚定发展信心，对标
这些先进典型，我们在乡村振兴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不足：未来乡村
建设有形无魂，农文旅深度融合不
够；景点景区可玩性不强，业态不丰
富，留不住人；增收致富的办法不多，
渠道单一，共同富裕成果较少。

下一步，具体落实到同弓乡，我
们将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拔高规划运营标杆。向先
进地区学习，依托本地资源，积极引
进先进的规划设计团队，放大格局，

高位起步，提升文旅品牌的竞争力、
影响力。引进好的运营团队，加强景
区和村庄的运营，真正做好流量导
入，提升人气。

二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全力
以赴完成全域土地整治收尾和土地
整治工作。加快马家塘研学基地项
目建设，争取现代农业产业园研学会
客厅落地。加快未来乡村彤弓山古
村落的微改造精提升，做精金色同弓
田园综合体。创建美丽城镇省级样
板镇，建设新的集镇农贸市场，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三是提升农文旅发展能级。聚
焦发展优质农业产业和农文旅融合，
做深“土地+”文章，大力招引农业龙
头企业和农业深加工企业，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探索“国资+民营+集体+
农户”融合的文旅发展模式，破解发
展的资金瓶颈问题。持续完善未来
乡村建设，加强文化赋能，丰富旅游
业态，拓展文创产品，兴办文化集会，
大力发展主题游、乡村游、研学游等
特色旅游，做精“彤弓山居”民宿品
牌，打响“金色同弓”文旅品牌。

市农科院专家
为衢枳壳生产“支招”
本报讯（记者 行林林 见习记者 刘帅）3月24日，

青石镇飞碓村举办了衢枳壳生产、加工、储藏技术培
训会，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现场授课，帮助
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培训会上，市农科院专家就衢枳壳产业发展现状
和发展趋势、胡柚整形修剪和园林绿化用树管理技术
及衢枳壳生产、加工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推广衢枳壳
的生产技术，让衢枳壳发挥更大效益，帮助百姓增收
致富。”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
卫东说。

青石镇飞碓村衢枳壳种植专业合作社、胡柚种植
大户、基层林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了
培训，整场培训通过理论精讲培训与图文解说的方
式，使学习内容更易于接受。“听了今天的讲座后，收
获很大，原来摘青果的最佳时间是在6月25日至7月
20日，这段时间摘下来小青果品质会更好。同时，我
们对衢枳壳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有信心。”种植户应
运昌说。

创文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陈书窗 见习记者 汪奇）3月28日，
我县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前往包干区开展联合创文整
治行动，优化市民居住环境，进一步提高市民对创文工
作的知晓度、参与度。

早上8点，县城投集团干部职工前往包干区天马
街道定阳社区，对小区道路及住户门口乱堆放的杂物、
路面墙面“牛皮癣”等进行清理，及时对电瓶车乱停乱
放行为进行劝导。“创文是为了给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
洁的环境，也为我县创建省示范文明县城工作出一份
力。”县水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卓坚强说。

在东明社区东苑小区，县法院干部拿着扫把和钳
子，打扫小区道路上的落叶，捡拾烟头和垃圾，不放过
任何一个卫生死角。“因为没有统一的物业，所以小区
的管理相对来说不是很规范，在创文工作中，我们通过
走访入户，积极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提升大家的文明
意识。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够让家园环境更加
美好。”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闺芳说。

卢兵兵理论宣讲工作室入选省理论宣讲研修基地
本报讯（记者 徐露霞）日前，浙

江省委宣传部公布了浙江省首批91
家理论宣讲研修基地名单，我县卢兵
兵理论宣讲工作室入选。

据悉，卢兵兵理论宣讲工作室
位于芳村镇新桥小学，是以浙江省

服务三农宣讲员、市8090新时代理
论宣讲工作十佳宣讲员卢兵兵为宣
讲导师，以新桥小学、天马二小、白石
小学三所抱团学校青年教师为宣讲
员，以学生为接班人而组建的一支基
层理论宣讲队伍。工作室以“桥语新

声”为宣讲品牌，通过开展教师层面
“五个一”、学生层面“五个一”等活动
来激发师生思政学习的内生动力，营
造“人人都在学、天天有人讲”的浓厚
氛围。

一句“早上好”，有着神奇的力量
——“早上好”系列报道之一

记者 郑徐丽 俞国文

漫步在达塘村，村道干净整洁，
房屋错落有致，油菜花的金黄与茭白
苗的新绿交错，让初春的田野宛如一
幅油画。这几天，村民们正忙着给村
里200亩茭白基地播种筛苗，田间一
片繁忙景象。村民余冬莲带着小狗
一起来田间劳作，她告诉记者，现在
干活不累，因为日子有盼头，种下的
茭白能给他们增收。

茭白是达塘村增收致富的产业
之一，每亩茭白能创造8000多元收
入。2022年达塘村茭白产值60万
元，切切实实“茭”出一份致富答卷。
谁能想到，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地。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带着这样
的疑问，记者找到了达塘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陈重良。

“早上好！”一见面，陈重良就用
他的标志性方式打起招呼。记者看
了下手表，其实已经不早了。原来，
达塘村曾是典型的山区薄弱村，交
通、产业基础条件差。2017年初，在
外经商多年的陈重良作为乡贤被邀
请回达塘村担任村干部。“那时，村里
穷得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也没有成
规模的经济作物，大家觉得在村里没

奔头，干活也提不起劲”。
如何激发大家干事的激情？就

成了陈重良思考的头等大事。一次，
听到村里的孩子在背诵课文《早》，回
忆起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课桌上
刻了个“早”字，陈重良灵光一闪，

“早”不正是治理这个村庄所需要的
精气神吗？“早”就意味着奋勇争先！

于是，“早上好”，就成为了陈重
良的口头禅。他逢人便喊“早上好”，
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从一开
始被大家嘲笑，到逐渐被认可接受，
再到大家也和他一起喊。

“早”，是一种状态，要起早、赶
早、争早；“上”，是一种劲头，就是要
干、要冲、要拼，勇赶超、争上游、创标
杆；“好”，是一种追求，要让村子好起
来、村民富起来，做到事事好、人人
好、村村好。后来，达塘村又提炼出
以“天天早起、事事争先、人人追梦、
年年攀升”为内涵的“早上好”奋斗精
神，从“早的状态、上的劲头、好的追
求”三个维度，形成一套兴村品牌。

陈重良非常明白，光靠喊口号是
不能给村民致富的。考虑到达塘村
气候适宜、水土丰沃，有着种植茭白

的先天基础。2019年，陈重良牵头
投资建成茭白基地，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就有事干。后来，还通过引入灌溉
天然泉水、添加有机肥料、学习先进
种植经验等，让茭白口感鲜嫩、食用
安全，受到了众多采购商的青睐。他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请村民种
茭白，忙一天，他们工资就有130元，
最多的一年能赚4万多”。

在茭白田边，记者发现，道路左
右两边的茭白田有很大的不同，一边
的茭白苗排列得整整齐齐，而另一边
却还未开垦。陈重良解释，两边的茭
白种植时间不同，隔了一两个月，两
边的茭白田可以轮流种植，这样，一
年中就有六七个月都可以种茭白，村
民可以在田里工作，拿到工资。

2017年以来，达塘村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从一个落后小山村摇身一
变，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研学基地，
还发展起民宿、高粱、茭白等多种产
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零变成了超
百万元。

接下来，记者将继续探访达塘
村，揭开山村致富的神奇密码。

编者按：“早上好！”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问候。而在新昌乡达塘村，“早上好”被诠释为“早的状态”“上的劲头”“好
的追求”，在工作中保持着“天天早起、事事争先，人人追梦、年年攀升”的奋斗精神。短短四年多，达塘村村集体收入实
现从零到100万元的跃升，演绎了“落后村”向“明星村”蝶变的共同富裕鲜活样本。一句“早上好”，为何有着如此神奇
的力量？即日起，本报特推出系列报道，关注“早上好”精神，讲述山村奔共富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