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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瓜苗种出新希望

东案乡破解西甜瓜产业发展瓶颈
本报讯（记者 葛锦熙 通讯员 祝雅

斌）12月9日，在东案乡田蓬村西甜瓜种
植基地，来自宁波市农科院的史俊博士正
与85后驻村干部、乡组织委员樊兴兴商
讨育苗中心建设计划。

东案乡是我县西甜瓜的主产区，种植
面积500余亩。但受土地、资金等要素制
约，当地的育苗大棚年育苗能力仅有20
万株，不足全县市场需求的10%，瓜农不
得不从外地购买种苗。加之市场竞争加
大、产品更新乏力，更让西甜瓜产业面临
关键突破期。

产业振兴如何破题？在主题教育中，
东案乡成立了由各条线干部、组团成员和
村两委干部组成的破难小组，樊兴兴领衔
揭榜“打造浙西西甜瓜产业高地”这一难
题事项。揭榜后，樊兴兴带领破难小组成
员展开专题调研，详细了解当地西甜瓜产
业的发展政策、农户需求及市场行情等。

11月，樊兴兴与破难小组成员一起
前往宁波市，学习借鉴当地西甜瓜产业发
展的经验，双方建成战略合作关系，由宁
波市农科院提供科研服务和人才队伍建
设支持，助力西甜瓜产业发展。

经过多方调研，破难小组编制了《常
山县西甜瓜产业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
对策》调研报告，聚焦产业发展难题，梳理
出了涉及标准示范、技术推广、文旅融合
等领域的12项产业升级任务清单。

“根据任务清单，我们专门引进了一
批智慧育苗舱，将西甜瓜年育苗量提升至
100万株，育苗环节精准可控，充分激活
了产业发展的种苗培育端。同时，通过建
立标准化育苗中心、打造示范种植基地，
推动西甜瓜产业从单一到集群发展。”樊
兴兴说。

为实现西甜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破
难小组引导田蓬村成立强村公司，负责业
务对接交流以及西甜瓜嫁接技术的推广、
育苗的生产与销售等工作。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由于缺乏政策
支撑，瓜农的经营风险较大。于是，我们
主动对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投公司，加
大种苗及农资补贴力
度，成功争取到 600
万元的‘生态贷’和
200万元的大棚建设
资金支持。”樊兴兴介

绍，此外，破难小组还在县两山合作社的
协助下，由专人为瓜农协调农资供应、办
理相关保险，确保瓜农获得最佳的资源和
服务。

为推动产业外延，破难小组与芳村镇
大处村对接，将该村的30亩大棚用于种
植西甜瓜，由东案乡提供种苗供应、技术
指导和销售渠道等。同时，在县农业农村
局的指导下，破难小组与辉埠镇东乡村合
作，达成100亩集中连片土地供给，依托
宁波市农科院的技术优势，探索“瓜稻轮
作”高效栽培模式，力争实现“一亩地万元
钱”目标。

“在揭榜破难过程中，必须摸索出一
套真正能让瓜农降低风险、提高亩均收益
的模式，才能让西甜瓜变得更加甜美，产
业藤蔓伸得更远，助力打造浙西西甜瓜产
业高地。”樊兴兴说。

中华诗词学会
来常检查验收

“中华诗词之乡”
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郑召隆 见习记者 姚
洁）12月8日至9日，中华诗词学会副
会长、《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刘庆霖率
队来我县检查验收“中华诗词之乡”创
建工作，并召开创建验收汇报反馈会，
对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详细点评。中华
诗词学会信息部办公室主任张伟超，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部办公室主任胡宏云
出席反馈会，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永明
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姜芳参加。

两天来，验收组先后来到阁底中心
小学、中国观赏石博览园、天马街道渡
口社区、东案乡金源村、新华书店等重
点诗词“六进”单位，通过实地查看、听
取汇报、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常山“中
华诗词之乡”创建工作进行全方位的
检查验收。随后，在创建验收汇报反
馈会上，验收组在听取相关汇报后，
对常山“中华诗词之乡”创建工作给
予高度肯定，认为常山高度重视创建
工作，创建思路准确、工作扎实有
效。尤其是开展诗词进校园、进农
村、进企业等“六进”活动，使学生与
群众深受诗词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形
式新颖、亮点突出、成效显著。希望
常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创新思
维、创新载体，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弘扬
发展诗词文化，让常山江“宋诗之河”焕
发全新活力，让浓浓诗韵成为常山的显
著标识与靓丽名片。

王永明表示，悠久的历史根脉、灿
烂的诗词文化是常山人民的宝贵财富，
为常山的发展提供了文明滋养，注入了
文化活力。下一步，常山将充分吸收验
收组专家的宝贵指导意见，对标对表抓
整改，聚焦问题短板，汇聚力量、集中资
源、集成施策，确保反馈问题条条有清
单、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乘势而
上谋新篇，以此次创建为契机，加快实
施常山十大文化建设工程，深入开展诗
词“六进”活动，全面打造“宋诗之河”文
化品牌，让诗意沁润常山大地、诗情融
入百姓生活。

2022年初，我县全面启动创建“中
华诗词之乡”工作。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县委、县政府坚持将“中华诗词之
乡”创建作为中心工作，以诗词文化研
究为重点任务、诗词文化活动为核心
载体、诗词物化载体为全县形象、诗词
文化“六进”为关键举措，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创建工作落地生
根，努力做到诗词学习有深度、诗词创
作有高度、诗词推广有力度。

12 月 12 日中午，由人民日报社、新华
通讯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媒体代
表，以及作家、大V网红组成的中国式现代
化衢州实践采风团来到我县，近距离聆听

“早上好”精神带动百姓共同富裕的故事。
近年来，新昌乡达塘村通过“早上好”精神引
领，聚人心、强治理、兴产业，探索出了一条
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记者 葛锦熙 摄

走基层 看变化

“常山味道”受追捧

常山元素亮相省农博会
本报讯（记者 罗曼琳）12 月 7 日，

2023浙江农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省农博
会”）开幕。来自我县的“双柚”和油茶作
为衢州“三大百亿”土特产中的两项，在省
农博会上备受大家关注。

“双柚”即胡柚和香柚。胡柚是我县
特有的地方柑橘品种，距今有600多年的
栽种历史。目前，全县胡柚种植面积约
10.6万亩，有10万人参与胡柚种植、生产
与销售。多年来，我县聚焦“双柚”全产业
链发展，从种植端迭代延伸，不断研发胡
柚、香柚深加工产品，已开发出胡柚“饮、
食、健、美、药、香、料、茶”八大系列80多
种产品，香柚“饮料类、酒类、乳品类、调味
品类、糕点糖果类、个护香氛类”六大类型

50多个品类，直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省农博会上，

胡柚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吸引了大量市
民驻足。“身份证”即“浙农码”。今年，“常
山胡柚”品牌入选“浙农码”赋能区域公用
品牌试点，全县县域内50亩以上规模胡
柚种植主体赋码全覆盖，通过“浙农码”与

“常山胡柚”品牌的有机结合，推进胡柚一
码溯源，串联起胡柚品种选育、产地环境、
农事作业、采收加工、运输物流等全过程
信息，实现扫码复购等功能，让胡柚从种
植到销售全程可追溯，让老百姓吃得更放
心、更安心。

我县是“中国油茶之乡”，面积产量均
占全省首位，全县油茶总产值11亿元以

上，油茶精深加工产品涵盖精致山茶油、
化妆用油、保健品、药品、茶皂素等五大类
十六大系列，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欧美
等地。近年来，我县立足高端油、放心油、
致富油，围绕产业破局，先后荣获包括国
家油茶公园、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等8
个“国字号”荣誉。2023年油茶（“一滴
油”）被列入全县“五个一”特色产业发展
蓝图，以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价值链、
服务链“五链协同”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除了“双柚”和油茶系列产品外，我县
香肠、猴头菇、贡面等土特产也备受好评。

18个子项目串起8道景

辉埠——东乡未来乡村
蓝图变现实

编者按：攻坚破难，方显担当。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要以最严要求狠抓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学”的能力，持续激发“干”的劲头，
深入砥砺“实”的作风，全力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可靠保障。今日起，本报推出“年轻干部‘揭榜破难’”栏目，刊发我县年轻干部在
面对复杂困难和挑战时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为年轻干部干事创业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