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建水厂、保护开发古村落、建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湖岭镇交出“给力”民生答卷

■记者 金汝 通讯员 黄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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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即将过去，一个又一个民
生热词记录下了湖岭群众的真实感
受，这其中有欣慰，有幸福，更有期
待。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连着幸福。
翻开湖岭2014年度的民生答卷，民生
建设每前进一步，换来的是群众幸福
指数的提升。养老、殡改、供水、旅游
……一件件直指老百姓最忧、最盼、
最急的难题，让广大群众看得见，摸
得着。

今年，湖岭镇农副产品加工

基地建设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据悉，该基地坐落于鹿木社区花

草垟村，靠近三十四溪和岩松公

路鹿木段，交通十分便利。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300

亩，总投资 4.2 亿元，规划布局为

加工区与产业大楼、培训中心、

小型商业金融等配套服务业，以

及交易市场、电子商务、检测中

心、冷藏设施等现代化物流体系

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并专门配置

污水处理站和垃圾中转站。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

元，提供6000个就业岗位。

今年该镇已经完成控规编

制、方案会审、环境评估、征地政

策处理等前期工作，占地 114 亩

的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其中起

步区 65 亩土地已经出让给湖岭

5 家肉制品加工企业。目前，起

步区土地正在填方。

湖岭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马可道介绍，眼下湖岭的农副产

品加工厂分布较散，生产规模偏

小，以小打小闹居多，一些加工

作坊没有正规的污水处理设备，

随意排放污水、废弃物，污染周

边的环境。

“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的建设

可以将现有零散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进行专业化集聚提升，促进

现有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基

地形成，延长农业产业链。同时

还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实现农

产品的加工增值和农民增收。”

事实上，一年前湖岭镇就

给出了答案。去年 12 月 20

日，湖岭第二水厂在盐店村开

工。新水厂占地 18.58 亩，总

投资约 2629 万元，生产设计

规模为每日1万吨。

今年，答案已更完善。

第二水厂负责人王品根

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张水

厂总体示意图，上面清楚描画

出水厂的构成。

“原水采用三十三溪水库

水，经一根直径 350 毫米的输

水管流进水厂，在加药间加药

后，流经沉淀池后过滤，滤后

水两次进入反应沉淀清水池，

最后通过送水泵房出厂管送

入管网，流进村民家中。”王品

根说。

反应沉淀清水池是水质

变清的重要环节，工程施工难

度很大。该水池池壁薄，浇筑

面积大，需浇筑混凝土 700 多

方，加上建设时正值夏季，高

温对混凝土初凝效果有一定

的影响。

8 月 4 日上午 7 时许，浇

筑作业开始。施工人员克服

高温困扰，协调作战，在确保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连续奋战

20 多个小时，圆满完成池体

整体浇筑。

昨日下午，记者在第二水

厂看到，反应沉淀清水池里注

满清水。王品根介绍，池子正

在做满水实验，检测是否存在

渗漏情况，当前检测情况良

好。

12 月 15 日，新水厂主体

结顶，下一步将进行水厂墙体

砌筑、管道及设备安装，争取

在明年用水高峰期前将清水

送入百姓家中。

王品根介绍，新水厂自

动化程度高，将极大程度上

改善该镇生活、生产、商业的

供水条件，提高供水质量，缓

解供水供需矛盾，进一步解

决集镇区 5 万人日常饮水问

题。

今年，均路、黄林古村落保

护与开发入选湖岭镇 2014 年度

重大事项。该镇邀请村落规划

的知名专家，编制保护工程整体

规划，同时本着“精细、精致”的

原则，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提升村落总体环境，将两村打造

成美丽乡村精品村。

在均路村，入村的道路比以

前宽敞了，村里的万顺古屋得到修

整，干净的公共厕所取代昔日的露

天茅厕，枫香、香樟、红豆杉等上百

年树龄的古树挂上保护牌。

去年 9 月份，莘塍游客李晓

东慕名去了一趟均路村。他说，

看完电视剧中的热门场景，就没

什么可玩的，连吃饭都要等半

天，“今年 10 月份应朋友之邀，

又去了一趟，发现均路有了很大

变化，玩的、吃的都比以前多。”

种种变化让游客“点赞”，也

让村干部和村民深切感受到村

落保护、开发的重要性。村委会

主任陈其苗介绍，该村针对部分

年久失修、较为破旧的民居进行

保 护 性 修 缮 ，修 整“ 小 阿 雨 教

室”、“周万顺祖屋”里较为破旧

的窗户、墙脚，并投入 300 余万

元于道路建设、生活污水治理、

村庄绿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湖岭镇成功打造了以

均路村、亦垟村为中心的《温州

一家人》美丽乡村精品线。

日前，黄林村刚完成修缮的14

幢76间古民居通过有关部门验收，

还有50多间目前正在紧张地修缮

中。村党支部书记吴正光说，除了

部分老宅已完成修缮，配套的溪流

景观护岸、七星潭旅游景点游步道、

停车场、生态厕所等也已完成建设。

湖岭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古村落的保护、开发是大工

程，需要社会资本的注入。今年

该镇吸引 300 多万元民间资本，

参与古村落整体包装推广工作。

今年 9 月初，由老屋改造成

的民宿“山居日记”开门营业。

负责人林子说，该民宿主打文艺

清 新 范 ，搭 配“ 灶 头 伙 房 农 家

菜”，开业以来市场反映不错，周

末常常一房难求。

新水厂助村民“解渴”
第二水厂预计明年高峰期前供水

湖岭镇水厂建于 1986 年，供水范围覆盖 13 个村。由于

建成时间已久，目前生产设施陈旧，制水工艺落后。近年

来，湖岭镇及市水务集团改造供水主管网、村级管网，并对

老水厂实施一系列技术改造，供水面貌显著改观，但仍不能

满足村民的用水需求。去年夏季，一些村民遭遇用水荒。

如何破解用水难题，让村民随时喝到清冽的自来水？

均路、黄林古村落保护利用开发
游客玩尽兴，村民笑开颜

乡土文化资源和山水旅游资源，是湖岭大力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湖岭的旅游产业规

划中，黄林村和均路村是两个份量很重的村。

黄林被称为瑞安的“香格里拉”，今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均路村因电视剧《温州一家人》

的热播而名气“爆棚”，村里小桥流水人家的乡野气息和保存完好的石木老屋，让人倍感清新宁静。

两个古村落名声在外，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业承载能力较低，

让许多游客感觉玩不尽兴。

农副产品加工基地65亩用地出让
农业产业化提升多了一条新路

提起湖岭的土特产，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牛肉。湖岭是我市黄牛之乡，据估计，每年黄牛交易量

达2.4万头，湖岭牛肉在瑞安乃至温州地区小有名气，许多“吃货”慕名而来品尝。同时，湖岭初具规模

的蔬菜、肉制品加工企业有15家，年产值达5亿元，形成了一批农业特色基地。

然而，这些加工企业大多没有正规厂房，产业“低小散”、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极大地影响了

初级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也拖慢了湖岭农业产业化的脚步。

近年来，不少来自湖岭的人大代表提议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湖岭农业档次。

施工人员查看清水池

黄林古村落黄林古村落（（记者记者 陈立波陈立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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