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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源红薯喜丰收 村民接单收获忙

本报讯（通讯员 朱爱良 记者 罗曼
琳）11月10日上午，新昌乡西源村党群
服务中心门前十分热闹，过称、装箱、搬
运……村民正忙着挑拣新鲜红薯。前

来采购红薯的县餐饮
行业协会会长周长发
说，西源村是革命老
区，村庄生态环境优
美，原汁原味的红薯、
笋干是餐饮店的优质
食材。

近年来，西源村针
对本村劳动力大量外
出、土地闲置现状，创
新“集体+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从农户
手中流转 142亩土地
标准化种植红薯，并建
有红薯加工厂，专业生

产红薯干、红薯粉、红薯粉丝等特产，实
行统一蒸晒标准、统一外部包装、统一
销售价格，成功创建西源红薯特色产业

基地，打响“西源红”品牌。
自10月下旬开始，西源村红薯进

入收获季节，村里在组织生产的同时，
主动外出寻找市场，并广泛通过媒体进
行宣传，进一步拓宽品牌影响力。获悉
西源村红薯丰收的消息，县餐饮行业协
会决定组织开展一次团购活动，得到众
多会员单位的积极响应。10箱、20箱、
60箱……此次县餐饮行业协会共采购
红薯545箱价值1.36万元。“非常感谢
县餐饮协会的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做大
做强红薯等特色产业，积极拓宽线上线
下平台销售渠道，走好山区村集体和村
民双增收的共富之路。”西源村党支部
书记汪祖庆说。

常山信用案例
获评全国优秀

本报讯（通讯员 郑翔）11月14日，“第五
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河南省郑州
市开幕。论坛上，发布了“第五届‘新华信用杯’
全国优秀案例”，常山县《创新“信用+生态云脑”
应用 以生态资源优势提升营商环境》获评全国
优秀信用案例。

近年来，我县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
力实施“两山”转化行动，通过组建两山合作
社，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同时结
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了生态信用体系，
将“生态云脑”打造成为“资源集聚、资产交易、
招商对接、融资增信、生态反哺”的综合性平
台，打通了生态资源高效转化的便捷通道，使
其成为共同富裕的“桥”和“船”。

该应用围绕资源摸底、交易、招商、金融、
风控、投资服务6大业务，整合县农业农村局、
资规、林水等12个部门多项数据，建设了包含
资源登记管理平台、贯通多维交易平台、创新
金融增信平台等6个子场景，面向实际操作的
信用评价模块、资源登记收储模块、生态资源
管理模块、资源交易模块、“绿色金融”模块等5
个应用模块，有效盘活县域内“低小散”资源，
解决了闲置生态资源管理不精细、交易渠道不
畅、抵押融资难等问题。

“该应用上线以来共登记各类闲置资源
6153项29.9万亩，总价值53.19亿元，收储闲
置资源2.4万亩，收储价值17.98亿元。截至
2022年底，共有35个项目通过‘生态资源管理
’应用匹配各类生态资源资产。”县营商办社会
信用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常山两山合作社
已联合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1307户
经营主体授信 5.37亿元，发放生态贷款 5.35
亿元。“两柚一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为5万亩
油茶胡柚林提供风险保障1.03亿元，通过增信
赋能，进一步打通资源“沉淀化”堵点。

本报讯（记者 罗曼琳 通讯员 杨艺）近日，
省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公布浙江省第四批减污降碳协同试点、第
三批低（零）碳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试点名
单，包括49个减污降碳协同试点，68个低（零）
碳乡镇（街道）和549个村（社区）试点等。我
县金川街道徐村村、紫港街道狮东村、何家乡
樊家村、大桥头乡浮河村、何家乡黄冈村、同弓
乡彤弓山村、白石镇小白石村、白石镇新塘岭
村榜上有名。

下一步，8个试点村（社区）将继续深化低
碳发展、共创绿色未来，打造山青水绿景美的
低碳乡村。

我县8村成为
省级试点

图为徐村村一景

本报讯（记者 徐露霞 见习记者 刘
云飞）“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杜绝焚烧秸秆，提倡合理使用，请
相互转告。”近期，一辆黄色消防救援车
每日出现在大桥头乡的乡间田野，车上
的大喇叭随时随刻播放秸秆禁烧宣传
语。这是由大桥头乡乡村两级干部以
及综合应急消防救援队伍组成的“巡查
小分队”，小分队每天开展秸秆禁烧巡
查，一旦发现有焚烧秸秆的行为，便会
立即制止，迅速消除隐患。

“大桥头乡下辖8个自然村，每个自
然村早、晚各巡查1次。刚开始巡查时

一天扑灭过10多次火，现在焚烧秸秆
的村民已经少了很多，乡域内基本没有
焚烧秸秆的现象发生。”大桥头乡综合
应急消防救援队队长张先锋说。

在人员现场巡查的基础上，大桥头
乡还将原有的消防监测探头进行升级，
在全乡设立了10个“防火瞭望点”。每
个瞭望点的监控探头可360度探测田
间地头。一旦发现风险隐患，值班人员
可通过电脑监控屏幕，迅速掌握情况并
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处置，进一步提升了
秸秆禁烧监管工作的效率和力度。除
此之外，大桥头乡还通过设立禁烧协防

员、悬挂张贴禁烧标语、发放宣传单页、
党员带头等方式，加大禁烧政策宣传，
引导村民科学利用秸秆资源，进一步织
密秸秆禁烧“防护网”。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宣传和巡查
力度，巩固现有成果，利用‘人防+物防’，
实现全乡境内无秸秆焚烧现象，让广大
村民树立防火意识，保护好自然环境。”
大桥头乡禁烧协防员詹刘俊说。

大桥头乡“秸”尽全力防患未“燃”

多管齐下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党建联建齐搭台 特色产业促增收

草坪村辣椒映红省际共富路
本报讯（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吴建邦 本报记者 葛锦熙 通讯员 刘一
奇 刘抒妍）“哒哒哒……”11月12日，
白石镇草坪村“草坪红”辣椒共富工坊
里忙得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忙着剁辣
椒，制作辣椒酱。“我在这做辣椒酱，老
公在村里种辣椒，一家人都在家门口就
业。”正在剁辣椒的村民毛伟仙说。

“今年，我们的辣椒酱通过了生产
食品安全SC认证，并与一家电商公司
签订了25万瓶辣椒酱的供销协议。为
此，村里从周边村民那里收购了1万多
公斤红辣椒，计划制作 35 万瓶辣椒
酱。”草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
芳良说，村民都很开心，不仅红辣椒不
愁销路，冬季农闲时也有活干，有稳定
的收入。

在我县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
“常山辣椒出白石，白石辣椒在草坪”。
2019年，草坪村两委下决心发展特色
种植产业，辣椒自然成了首选。村集体
从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引进优质辣椒苗，

邀请专家指导村民科学种植。同时注
册了“草坪红”商标，建起了辣椒工坊，
把辣椒产业做得红红火火。“目前，村集
体种植辣椒150余亩，带动村民种植辣
椒500余亩，总产值可达400万元。”林
芳良说。

草坪村与江西的太平村接壤，交界
处存在大量的“插花地”，一直难以规模
化利用。去年，草坪村通过跨省党建联
建，与太平村跨省合作，在边界处流转
了150余亩“插花地”，共建辣椒“共富
果园”。该“共富果园”采用“跨省合建+
村企联建+村民共建”模式，由草坪村提
供种植技术和运营渠道，太平村负责辣
椒种植，并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到辣椒种
植中来。

黄华芳是太平村人，参加了由草坪

村举办的辣椒栽培技术培训班后，便计
划流转土地连片种植辣椒。正在他准
备大干一场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
他流转的土地中有涉及草坪村的“插花
地”，流转过程不顺利。得知情况后，草
坪和太平两村不仅将已流转至村集体
的50亩“插花地”集中流转给了黄华
芳，还邀请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专家上门
指导他种植辣椒。通过草坪村带动，目
前太平村已种植辣椒300亩，带动就业
60余人。

眼下，草坪村正在打造集辣椒育
苗、种植、加工、研学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包括游客中心、辣椒展示
馆在内的邻里中心，全力推动辣椒的三
产融合发展，持续激发共富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