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太阳暖洋洋地照进塘下

镇官渎社区华龙金鼎小区，退休干

部戴云飞坐在透着阳光的书房里，

喝着热茶，认真地阅读关于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相关报道。

当读到《决议》里的一句“始终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戴云飞

满眼笑意，振奋地说：“全会内容丰

富、催人奋进。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塘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

来越有盼头了！”

戴云飞今年76岁，是塘下镇官

渎社区人，他参与过塘梅公路的

修建，解决过塘下人的吃水问题，

从原海安镇人大主席岗位上退下

来后，仍十分热心村里的建设发展

事业。大伙儿也十分信任他，一有

建设的事，就爱“请”出这位工作经

验丰富的干部。

2013年，官渎村谋划着城中村

改造项目，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立

马想到了戴云飞，请他加入指挥

部，为团块拆改出谋划策。“先集中

力量拆最破最旧的房子！”戴云飞

提议。指挥部听取了他的意见，将整村改造分为四

期，先拆起了官渎村改造一期。官渎村城中村改造

一期的成功，加速了之后的团块拆改进程，二、三、

四期项目顺利推进。

2019年，一期项目成功分房，共290户。二期

项目于去年分房，目前已入住一半以上。三期项目

于今年年底结顶，四期项目预计明年分房。其中三

期改造计划拆除旧房223间，四期改造计划拆除旧

房260间。三、四两期仅3个月就创造了拆迁合同

签订率 100%、村民 100%自主腾空的“官渎速

度”。近年来，官渎，正在团块拆改中破茧成蝶，共

拆了998间房子，建成新房1476套，村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新房住，有些甚至有好几套新房。

如今，戴云飞已住进一期项目华龙金鼎小区一

年多了。“这里有190平方米，就我和老伴儿住，宽

敞得很。小区的环境像公园，出门就有咖啡店、便

利店、早餐店，十分便利。窗外望去，就能看到清澈

的大鲍河，景色宜人。”说起自家房子，戴云飞笑得

合不拢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村干部，为我们

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实事、好事，老百姓满不满意，从

交口称赞的口碑中就能看出。”戴云飞说，自从村里

顺利启动旧村改造后，大伙儿像拧成了一股绳，对

村里的建设发展越来越团结，也越来越热心了。

“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

员干部，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

是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官渎社区党总支

书记戴世文介绍，官渎社区近期工作重点也是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党史学习

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服务群众为初心使命，

用心用情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官渎的大鲍河沿河漫步道、绿化美化工

程正在建设中，文化礼堂的建设正在筹备中，安置

留地建设明年将挂牌……未来，周边还将计划建起

图书馆、影剧院等。官渎的明天，令人憧憬。

本报讯（记者 陈希林 通讯员 叶

漪漪）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滨海十万

亩都市田园新天地，推进“三位一体”

综合合作改革，利用这片城、田、产紧

密融合的田园，定位“临城望海，田园

渔歌”，由世界500强企业中化农业予

以强大科技赋能，以“农业+游玩+观

赏+文创”为主线，打造中国最大的花

椰菜全产业链基地、中国最具特色的

条台田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最具一流

的现代都市田园。如今，这片新天地

已成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示范区。

滨海十万亩都市田园新天地位于

温州大罗山南面滨海平原，紧靠瑞安

城区，为我市年度十大重点工程，种植

面积达6667余公顷。该项目兼具都

市便利和乡村田园自然风貌，迭代升

级美丽田园创建，积极推进乡村公园

建设，加快农旅互动、文旅互融，推动

“美丽田园”向“美丽经济”蝶变，进而

实现农民致富，探索共同富裕先行先

试新路子，这是我市创建该项目的落

脚点。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MAP示

范农场、90亩水肥智能一体化、风帆观

景台、2号干线、直落沥路、3个综合驿

站、10公里田间栈道等建设。

据悉，我市着力将滨海十万亩都

市田园新天地打造成“四个区”，分别

为综合改革标杆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多元融合样板区、共同富裕先行区。

综合改革标杆区是以花椰菜产业为突

破口，推动农合联实质化运作，打造具

有辨识度的“三位一体”经验样本。现

代农业示范区是引入全球植保第一、

种业第三，中国化肥第一的世界500

强企业中化农业，建设全国首家“三位

一体+MAP”现代农业服务中心，推动

农业生产从标准化到精准化、智能化

跃迁，打造现代农业科技高地。多元

融合样板区是依托滨海田园“沧海桑

田”独特风貌，打造全国最具特色的条

台田农业文化遗产，把美丽田园、都市

水乡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宜游宜业的郊

野乡村公园。共同富裕先行区是通过

优种优选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通过统购统销，提高农产品议价能

力，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施村集

体经济农旅项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美丽田园”如何向“美丽经济”蝶

变？我市通过农合联，将中化农业、

4215户规模种植大户、272家家庭农

场和合作社、3家蔬菜产地交易市场和

区域内的2家金融机构联合为一体。

运用农民产业基金组建新型供销合作

组织，建立冷藏冷库，创新价格指数、

试点价格拍卖机制，推动花椰菜菜叶

菜梗深加工拓展，通过市场调节形成

溢价效应。依托“三位一体+MAP”现

代农业服务中心，集成现代农业智慧

大脑、先正达创新研发分中心、南方花

椰菜种质资源基因库、智慧冷链冷藏

库、区域配送中心等机构，提供选种配

肥、农产收购、气象预报、病虫害预警

等全周期服务，打造“空、天、地”一体

化智慧农业系统。同时，深化小农户

和现代金融有机衔接国家试点，探索

数字化金融一卡通服务，创新农户纯

信用生产贷款、农产品代销还款的全

闭环服务模式。建立价格指数保险+

自然灾害保险，让农民不怕本钱少、不

怕种不好、不怕卖不掉。此外，充分融

合生态观光、农业文创和旅游服务，通

过土地流转、休闲观光、节庆赛事、特许

经营等反哺村集体经济，从单一的卖产

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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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应忠彭

记者 夏盈瑜 陈瑞周）俗话说，甘蔗不

能两头甜。眼下，正是甘蔗成熟的季

节，在陶山镇，几乎家家户户种甘蔗、

卖甘蔗。58岁的农民狄优霞说，随着

甘蔗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们共享

这份甜蜜事业，一根甘蔗“两头甜”。

昨日，在远近闻名的果蔗之乡蔗

里陶山，田地富沃，阳光充足。田野间

一排排的甘蔗挺拔，长势喜人，蔗农们

在田里忙碌，采收一捆捆甘蔗，运送甘

蔗的大卡车候在田头，直播带货的网

红也在田头。甘蔗亩产可达4000多

根，批发销售，每亩收入可达2万多元，

如参与网络直播，附加值更高。

狄优霞说，种了30多年的甘蔗，以

往都是农户各管各，种植也靠人工，甘

蔗清洗更是费时。近些年来，随着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有的合作社购

买培土机，有些购买清洗机，农户共享

使用。“原来1亩田需要3个工时，如今

1个工时能培土 3亩地。”“清洗机上

马，洗得比人工干净，效率高3倍。”

不仅如此，今年5月份，当地16家

甘蔗专业合作社成立了陶山镇甘蔗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户再抱团，有着

多年甘蔗种植经验的狄优霞被大家推

举为联合社的理事长。如今，除了自

己种的甘蔗地要管理，狄优霞大部分

的精力都花在合作社的事情上。“16家

合作社辐射 1500 多户，种植面积有

3000亩，产值超亿元。”狄优霞说，抱

团之后农户不仅在种植、培土上互相

合作，还与物流公司谈判，销售旺季，

社员可享受平均下浮 35%的物流价

格。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还与瑞安农商

行、温州禾佳蓝公司分别签订金融、农

资购销等方面战略合作协议，192名社

员拿到3000万元整体无担保抵押授

信，享受总额达600多万元的优质化

肥以批发价送货上门，节约成本40多

万元。

甘蔗产业的壮大，也吸引了许多

年轻人返乡。“85后”沈建君是陶山镇

岱下村人，放弃了海外袜业生意回乡

从事农业生产，加入合作社注册了甘

蔗商标，通过快手、抖音直播销售。“上

市短短十来天，每天在自己的直播平

台可卖三四百箱甘蔗，销量好的话，达

到4000多箱。”

从生产、加工到销售，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成立带来的联合互助提高规模

效益，解决单个合作社办不了、办不

好、办了不合算的事，让农户抱团共享

甜蜜事业。

一根甘蔗“两头甜”
瑞安农户抱团种甘蔗共享亿元产值

沈建君直播带货沈建君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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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参与施救300多次
成功救援500多人

“民安救援”，向你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