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13日 / 星期六 / 责任编辑 / 李 群 / 编辑 / 金邦寅2 聚焦点

马蹄笋的成功，让马屿斡

村村民看到了种植经济作物带

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去年 10 月

份，一些村民开始从丽水引进

鱼腥草进行种植，结果市场销

路也很好。于是，很多人纷纷

效仿，也在自家的田地里种植

鱼腥草。今年，村里已有40多

户村民种鱼腥草，种植面积已

达到20多亩。

“ 鱼 腥 草 的 根 可 以 当 菜

吃，也可以入药，市场需求量

大，行情比较好。”杜建玉说，

现在一点也不担心鱼腥草卖不

掉，一到成熟期，一些客商会

上门来收购，批发价每公斤 10

元。据了解，鱼腥草生命力比

较 强 ， 比 较 容 易 种 植 ， 属 于

“成本低，产量高”的经济作

物，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比番茄

还要好，比较适合农民种植。

杜建玉告诉记者，以前马

屿斡村比较穷，村民收入低，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村民的收

入提高了，生活逐步得到了改

善。今后，村里将进一步支持

村民种植经济作物，帮助他们

引进更多品种的经济作物，想

方设法提高村民的收入，实现

村民致富的梦想。

马屿斡村改建自来水管网，创建马蹄笋品牌，引进高效经济作物

大山下的贫困村走上致富路
■记者 林长凯

“马屿斡村是马屿镇的一个贫困村，村民都是从山上搬下来

的，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近年来，我们带领村民种植马蹄笋、鱼

腥草、番茄、马铃薯等经济作物，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下大力

气改建了村里老化的自来水管网，让村民们吃上了干净的自来

水，如今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日前，马屿斡村党支部书

记杜建玉，向记者介绍该村发展之路时如是说。

马屿斡村原来位于梅屿梅峰山的半山腰，海拔100多米，交通

不便，信息闭塞，村民生活较为艰苦。1992年后，村民开始陆续搬

到山下定居，如今全村共有128户537位村民。近年来，该村村

“两委”带领村民艰苦创业，积极探索发家致富的新路子，村民的

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拧开水龙头就‘哗哗’地

流出自来水，不仅干净且水流

也大，洗衣做饭，非常方便。”

日前，正在洗衣服的马屿斡村

村民王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

以前自来水管网破旧，水都是

黄泥色的，吃水很困难，今年

年初，村“两委”牵头改建了村

中的自来水管网。

上世纪90年代，马屿斡村

村民陆续搬到山下生活，为了

解决吃水问题，大家集资在后

山建了一个水池，安装了水

管。“20多年过去了，水管内壁

早就生锈了，水质也变差了，再

加上村民的用水需求日益增

加，水压变小了。”杜建玉说，近

几年来，村民吃的水都是从山

上溪流的上游挑过来的，每到

下雨天就很麻烦，夏天溪水干

枯，用水更加紧张，只能去周边

的村庄寻找水源。

“全村村民对改善水质的

呼声非常高，盼着早日用上干

净的自来水。”杜建玉说，经村

“两委”调研，更换全村自来水

管网大约需要直径90厘米的

水管800米、直径50厘米的水

管700米，总造价约26万元。

村集体经济薄弱，一时拿

不 出 这 么 多 的 维 修 费 用 ，

2013 年 4 月份，村里向市有

关部门申请补助资金。

今年1月份，改造自来水

管网的资金到位后，村“两委”

立马组织施工人员开始改建

全村的自来水管网。对此，村

民们大力支持 ，纷纷前来义

务帮忙，争取早点改建完成。

“我们把水源定为山泉水，改

建工程开始之前，村‘两委’成

员多次上山寻找优质的水源，

工程开始后大伙每天在工地

上帮忙，督导工作。”杜建玉笑

着说，3月初完成了全村自来

水管网改建，把优质的水源接

到村民家中，解决了困扰村民

多年的吃水难问题。

小流域治理防止洪涝灾害

马屿斡村位于梅峰山山脚

下，每到下大雨，山上都会有大

量的泥沙被雨水冲下来，冲到

路上和农田里，给村民的生活

和农业生产带来很大不便。

据了解，山上的泥沙被

冲到路上，天一放晴，稍不注

意人就容易滑倒，车子开过

后就会扬起一阵尘土；泥沙

冲到田里，日积月累，还会影

响田里农作物的生长。同

时，泥沙还会垫高溪床，大旱

就没有水，一到下雨，溪水就

会溢出，把泥沙带到路上和

农田形成恶性循环，村民急

需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这里是粮食功能

区，农田就在溪边，经常要去

整理田里的泥沙和溪床上堆

积的污泥，大家都没有这个

精力。”马屿斡村报账员彭启

好说，去年下半年，全市开展

“五水共治”工作，村里就抓

住这个机遇，对村中的九坎

溪进行小流域治理，来改变

当前的窘境。

目前，该村的小流域治

理大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

部分也将于近期完工。记者

在现场看到，四五个村民正

在挖掘溪床，建造防洪堤。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开展小

流域治理后，溪水变得干净

了，一到下大雨，溪水也不会

溢出，泥沙也不会被冲到农

田里。下一步，他们将整理

田边的灌溉渠道，把溪水合

理利用起来，灌溉农田，这样

大旱时也能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

创马蹄笋品牌增加收入

“现在，马蹄笋是我们村

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我

们村的一张名片。”彭启好说，

村 里 种 植 的 马 蹄 笋 口 感 特 别

好，村民们早上一拉到市场上

很快就销售完毕，在采笋的季

节，一些种植户一天卖笋能收

入四五百元。

据了解，马屿斡村是在 10

多年前开始种植马蹄笋的。刚

开始，一些村民把自家吃不完的

马蹄笋拿到附近菜市场上去卖，

结果销路很好，顾客反映也非常

好。而马屿斡村的山上大部分

是空地，在这些空地上种上马蹄

笋，或许是村民致富的一门好路

子。

2006 年，马屿斡村的 7 位

马蹄笋种植户组织成立了绿竹

专业合作社，开始种植、销售马

蹄笋。“合作社成立后，马蹄笋的

销售一年比一年好，种植户的信

心也越来越足，很多村民都要求

加入合作社，跟着种植马蹄笋。”

彭启好笑着说，现在合作社的社

员已经达到 63 位，马蹄笋种植

面积达到 1500 多亩，今后村里

将把竹林作为一个精品园区来

建设，完善各种配套设施，加强

竹林管理。

今年，马屿斡村的马蹄笋大

获丰收，销售价格也比去年要

高。“5 月份刚开始采笋时，市场

销售价每公斤 70 元，比去年同

期每公斤高出 10 元，今年全村

卖笋总收入预计超过 100 多万

元。”彭启好说。

据介绍，马屿斡村的马蹄笋

价格一路走高，销路还是越来越

好，主要得益于绿竹生长的环境

较好。该村竹林主要分布在梅

峰山的半山腰，海拔 300 多米，

采用山水灌溉，施用有机肥，不

喷洒农药。另外，山的周边没有

工厂，也没有污染源，生产出来

的马蹄笋是原生态产品，品质自

然高。

马蹄笋价格高的另一个原

因是最大限度的保鲜。彭启好

告诉记者，马蹄笋采挖出来后，

遇到空气就会进行有氧呼吸，时

间一长，呼吸达到高峰，竹笋就

会变老变硬。为此，他们把竹笋

挖出来后马上拉到市场卖，确保

笋的新鲜。有一次，凌晨 3 点

多，记者跟随种植户上山挖笋。

记者注意到，当时很多种植户头

上戴着矿灯在挖笋，一眼望去，

白亮的灯光在黑暗的竹林里一

闪一闪，照亮种植户的致富路。

当天，种植户李老伯挖了

50 多公斤马蹄笋，挑下山后就

准备拉到马屿的菜市场去卖。

“现在是凌晨 3 点半，我把马蹄

笋拉到马屿菜市场就 5 点多了，

天色也已经亮了，就有人过来买

笋了。”李老伯说，这时的马蹄

笋刚挖出来没多久，还比较新

鲜，吃起来口感好，顾客喜欢，价

格也就高了。

如今，马屿斡村的马蹄笋

在市场上知名度越来越高，一

些不法分子开始用普通的竹笋

冒充马屿斡村的马蹄笋。兼任

马屿斡村绿竹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的杜建玉说，为了杜绝类似

事件，下一步他们准备申请商

标，对马蹄笋进行 QS 认证，

同时对马蹄笋进行深加工，延

伸产业链，增加村民收入，实

现发家致富。

引导种植更多高效经济作物

村民凌晨上山挖笋（许良钦/摄）

村民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村民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林长凯林长凯//摄摄））

村民在挖鱼腥草（林长凯/摄）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