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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巧延”产业链
唱响“共富曲”

[我们的项目 ]

入企解难题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游待露）1月 2
日，县住建局选派业务熟练的工作人员组建
入企服务队，深入企业开展“上门服务”，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工作中碰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浙江顺成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公路
工程总承包、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公路养护
等为主的施工企业。新的一年，企业计划调
整经营结构，向外拓展市场。“2023年，住建
部门经常上门为企业服务，宣传财政奖补政
策，让我们及时享受到政府的福利，坚定了
向外发展的信心。”浙江顺成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卫国说。

新年伊始，县住建局深入建筑企业开展
送服务解难题活动，以实打实的服务帮助企
业跑好新年开局“第一棒”。

在浙江广茂建设有限公司，入企服务队
与企业负责人展开面对面交流，宣传讲解新
政策。据了解，过去一年，县住建局依托送
服务解难题活动走访收集关于企业升级、业
务承接等问题200余条，解决一大批企业急
难愁盼。接下来，县住建局将根据实际情
况，出台相应激励扶持政策，做好各项助企
服务，助推我县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

“黄老汉”的油茶路越走越宽广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林敏 通讯员 张倩 蔡一红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芳村镇芙蓉村
的一处生态油茶种植基地，仰头望去，
层层叠叠梯田状的油茶树向高山深处
延伸，满眼是望不尽的绿意。近观眼
前，棵棵油茶树高度接近普通成年人，
树上谢了的油茶花陆续凋零。

“这里原本都是失管的山地，2011
年时，我们种下1000亩左右的新品种
油茶树，这些都是可以造福后代的绿色
财富。”常山县旺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志旺介绍，他们一共有三个油
茶种植基地，这是其中之一。前段时
间，他们的油茶种植基地入选浙江省

“一亩山万元钱”高质量基地。
在常山，说起油茶种植大户黄志

旺，大家都习惯喊他为“黄老汉”，他以
自己头像设计的“黄老汉”商标在当地
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基地的定位是
种生态的油茶果，全程不喷洒农药，都
是人工割草，成本高，所以每公斤山茶
油的卖价也比别家要贵出几十元。”“黄
老汉”自豪地介绍着自己的油茶林，“得
益于风调雨顺，去年的油茶籽出油率比
上年高出很多，每50公斤茶籽可榨油
15公斤左右，去年保守估计可以榨油5
万公斤，油茶的亩均收益在4000元左
右。”

如何让同一块土地产生更高收
益？“黄老汉”想的办法是套种。这些
年，他在三个油茶种植基地的边坡位置

陆续种下1.8万株左右水栀。“水栀是一
种中药材，产量很高，管理方便，一般9
月份采摘晒干后，卖给湖南的化妆品公
司。去年，水栀的价格很不错，每公斤
卖到 12 元至 14 元不等，亩均效益在
2000元左右。”

“种油茶树要除草、松土，怎样用一
次劳力投入获得更多收入？”走在油茶
林里，笔者看到，油茶树下的泥土有刚
被翻动过的痕迹。那是因为前段时间，

“黄老汉”又在油茶林里藏了新宝贝。
“黄精喜阴，适合种在油茶树下。我去
全国各地考察时，看到很多大户都这样
种。”“黄老汉”去年套种了280亩左右的
黄精，他算了一笔账，2年之后将收获一
批黄精。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每亩会产
生400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

除了会种还要会讲。“黄老汉”将油
茶果的诞生过程变成一堂生动的社会
实践课《一颗青果的来历》，讲给前来研
学的学生们听。去年以来，共有2万多
名学子走进“黄老汉”的种植基地，真正
感受一颗油茶果的来龙去脉。从田间

再到“黄老汉”的榨油坊，学生们了解
“一滴油的来历”，体验油茶果捡拾的乐
趣，感受古法榨油技艺。文化传承的过
程中，“黄老汉”的油茶三产收入也是水
涨船高。

笔者随后走进“黄老汉”的古法榨
油坊，满屋尽是油的清香。当天，工人
们正在有序装瓶山茶油，准备运往杭
州。“我们这里和别处的油茶加工厂不
同，他们基本集中在年底榨油，我们是
根据订单情况现榨，一年四季都能闻到
油香味。”“黄老汉”说，目前通过线上线
下渠道，公司的山茶油已经卖到了全国
各地。

打包区旁的产品展示台前，“黄老
汉”介绍，纯木包装的山茶油唇膏是游
客去年特别喜欢的伴手礼。最近，他又
在倒腾山茶油冻米糖、山茶油油豆腐等
衍生产品。他准备结合这些产品的制
作技艺展示，带火销售。“只有不断创
新，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才能真正
实现油茶产业增收。”“黄老汉”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姚洁 记者 陈书
窗）1月4日，在常山县城区公共空间地
下停车场项目——天马一小地下停车场
及有机更新工程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
机器声轰鸣不断，震动锤打桩机、运输车
协同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
象。

该项目是我县重大民生实事项目，
也是城市功能有机更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负责人林刚介绍，目前项目正
在进行桩基础施工，地下室土方开挖已

完成40%，计划在春节前桩基础施工完
成90%。

据了解，常山县城区公共空间地下
停车场项目计划对天马二小、天马一小、
城关中学、实验小学等公共场所地下空
间进行综合利用，预计建成后将提供停
车位450余个，更好地满足公众停车需
要，提升城区总体交通环境。

“天马二小和城关中学地下停车场
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常山县实验
小学地下停车场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我们将督促施工方按计划完成各项工
作，助力常山交通环境和教育环境有力
提升。”县教育局财务基建科工作人员陈
志珍说。

除交通出行之外，医疗保障也是老
百姓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县人民医
院后勤综合楼建设项目现场，4层楼高
的建筑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已初具雏
形。40余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
足。“该项目于2023年8月15日开工建
设，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30%左
右，计划在2月初完成综合楼框架结构
施工结顶，预计在2024年8月14号全
面完成。”县人民医院后勤综合楼建设工
程总监理工程师江仁岳说。

新建后勤综合楼建筑面积为9300
平方米，总投资约为6000万元，包含室
内运动场、病案库、病案阅览室、值班室
及其他医疗保障用房等功能分区。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县人民医院的后
勤管理水平，完善医院规模与医疗服务
功能。

“我们争取在年底之前将该项目投
入使用，春节期间我们也将加班加点，全
力保障项目推进。”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郑荣云说。

近日，记者来到北门历史街区保护开
发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分散在各个
区块正在有序作业。在“两街两巷九弄堂”
街巷空间结构基础上，施工方对原有建筑
文物、历史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并新建仿
古建筑、沿街商业，完善街区公共文化设施
等基础配套设施。此外，还引进了开元观
堂系列酒店和开元里街区品牌，着力打造
一座以居住功能为主体，文创产业、旅游休
闲、商业服务和服务业有机结合的多元文
化复合型历史文化街区。一期项目计划于
2024年11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记者 吴贤林 见习记者 陈静 摄

让历史文化街区“活”起来

保护“老街区”
焕发新活力

基本民生保障“有力”

“兜底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

图为县人民医院后勤综合楼建设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