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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变“网红村”

渤海镇村集体增收
项目富了一个村

本报讯（通讯员 徐欢欢 黄炀舒）近日，在渤

海镇渤海村碧波荡漾的湖水边，前来游玩的游客

络绎不绝。杭州游客罗鹏飞说：“夏天能待在‘水

世界’旁边，真是太舒服了。这里生态好、环境优、

食物鲜，我已经连着两年来这边打卡游玩了。”

谁能想到，一到暑假便有这么多人打卡的

“网红村”，几年前还是个萧条的“空心村”。“空心

村”的美丽蝶变得益于千峡湾渤海生态园（康养

示范区）项目。该项目是2020年渤海镇推进“乡

贤回巢”计划，吸引浙江万润达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有等乡贤投资参与，通过渤海村集体

土地资源入股的形式，先后完成滨湖长廊、科普

基地、村庄改造等项目建设，主要打造“水旅+渔

旅”、亲子研学、山水康养、原生畲文化传承与提

升等四大功能为一体的康养示范区，共计投资

2000余万元。

“自从村里建了生态园，这两年来游玩的客

人明显增多，村子里一下有了人气，给我们这些

农家乐业主也带来了可观收益！”姐妹溪鱼馆的

业主叶卫仙说。

自千峡湾渤海生态园（康养示范区）建成以

来，渤海镇结合水域优势，与浙江电视台公共新

闻频道合作，推出《奔跑吧少年》领袖先锋营项

目，来自全省各地近百位小朋友深入安亭、石塘

山等村开展研学活动。同时，每年镇上还会举行

垂钓节，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垂钓爱好者前来参赛

打卡，2020年举办的垂钓节吸引游客2000余人，

带动旅游经营性收入2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5万

余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准备返乡创业，水域

经济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了新动力。下步，我们

还将做深做实做强水文章，继续谋划村集体增收

项目，全面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渤海镇消

薄工作负责人表示。

日接待游客3700余人次

大漈漈乡避暑旅游人数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陈韶文）炎炎夏日，何

处消暑？千米高山之上的国家4A级景区

“云中大漈”无疑是绝佳选择。连日来，大

漈乡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避暑游客。

清风微拂，天朗气清，满目翠绿的茭

白田、清香袭人的荷花池、古韵流长的时

思寺、饱经沧桑的柳杉王……文化与自然

的交融让前来避暑的游客流连忘返。杭

州游客林先生说：“大漈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柳杉王，它经历了1500余年依旧生生不

息，真的很震撼。”

大漈乡夏季温度平均 25 度左右，每

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可达 35000 个以

上，既是避暑胜地又是天然氧吧，深受游

客喜爱。

络绎不绝的游客让民宿老板们乐开

了花，云驿站民宿老板梅金芳告诉记者，

暑期以来顾客没有断过，每天光食宿就

让她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房间都预订满

了，供不应求，餐饮一天要接待五六十

人。”

今年以来，大漈乡通过打造旅游“菜

单”，做深疗休养文章，游客接待量再创新

高。全乡共有星级农家乐及民宿 76 家，

旅游接待餐位数达 4326 个，床位数 1100

余个。6月以来，共接待县内外游客28万

余人次，日均达3700余人次，进入到旺季

以来，不少民宿都出现了“一铺难求”的现

象。今年，大漈乡的乡村旅游，预计可为

乡域经济创收超2200万元。

省区域协调财政专项激励资金
助推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东）去年以来，水库移

民美丽家园建设得到省区域协调财政专项激励

资金支持，截止到今年7月底，已有19个库区基

础设施、村庄美化、产业配套等项目完成了前期

工作，投入省区域协调财政专项激励资金 689.4

万元，其中九龙乡移民公园周边房屋外立面改

造、渤海镇石塘山休闲场所建设、鲍山头移民安

置小区立面改造3个项目完工。

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是2018年我省为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库区和移民安置区高

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移民生产生活水平，促进水

库移民同步与全省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作出的

一项扶持政策。县移民工作中心积极实施水库

移民美丽家园建设，通过几年实施一批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产业发展项目，让一批移民村、库

区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与环境，集体经济收入也

得到增强，移民人均收入达到当地群众人均收入

的94%以上，与全县经济社会同步发展。2020年

在渤海镇美丽家园示范点召开全市水库移民美

丽家园建设现场会，全面加快美丽家园建设，高

质量推进移民村共同富裕进程。

我县境内有大中型水库 4 座，小型水库 42

座，直补移民9472人，涉及全县各乡镇（街道）及

71%的行政村，面广量大，原有的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难已满足建设与发展需求。2020年得到省

区域财政激励专项资金1700万元支持移民美丽

家园建设，三年可整合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2100

万元，与新时代美丽乡村同步推进，带动滩坑库

区、上标库区等旅游产业发展，必将推进库区经

济发展、移民增收、生态改善、社会事业进步，增

强移民村内生发展动力，加快实现库区移民共

同富裕。
坚守初心三十余载 “与鼠为乐”度春秋

近日，县疾控中心徐兴洪医师喜获

浙江省首届“仁心仁术奖”，在浙江省人

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徐兴洪于1982年毕业于丽水卫生

学校，1987年到县疾控中心（防疫站）工

作至今，曾任防疫科、重病科、传防科主

任。坚持鼠疫防控工作三十余载，先后

被评为省疾病防控先进个人、市“十二

五”艾滋病防治先进个人等。担任丽水

市预防医学会病媒生物控制专业委员

会委员，参加了2003年非典和2020年

新冠肺炎流调、消毒等一线疫情处置。

景宁为历史鼠疫疫源地，1990年被

列入浙江省三类鼠疫监测点。从此，徐

兴洪与老鼠、跳蚤结下了“不解之缘”。

鼠疫监测点沙湾镇莲川村、小地村地处

偏远,交通极为不便,常常是步行前往，

条件非常艰苦。最初，下乡监测只能住

在卫生院废弃的老旧木结构房子里，木

板一铺就当床，没有自来水就喝溪水，

没有电灯只能用手电筒，没有蔬菜靠老

百姓“接济”。白天上山、下地布鼠笼密

度监测，哪里脏往哪里布笼子，一天下

来一身臭味。晚上继续布粘蚤纸，隔日

天刚亮，伴着清晨的露水又得起床收鼠

笼、收粘蚤纸，解剖、培养、采血，没有一

刻空闲。天冷时冻得双手发麻，下半身

经常被露水湿透，对体力、意志都是严

峻考验。徐兴洪却不诉说鼠疫监测工

作的辛苦和危险，每次下乡开展监测都

乐呵呵地说自己“陪老鼠度假”去。

一年监测4次，每次一周以上，年复

一年，一晃30多个春秋了。一起做鼠疫

监测工作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

30几年如一日一直在监测岗位上与鼠

为“乐”坚持着，经他手解剖监测的老鼠

近2万只。

2017年，景宁发现新布尼亚病毒感

染病人，该病毒主要由蜱虫传播。同年

县疾控中心在九龙乡设立国家级蜱虫

监测点，蜱虫监测任务又交到他的手

里。野外监测工作不止是辛苦，还充满

各种危险，工作在山野田头，被虫子咬、

跌着磕着是常事，最可怕的还是灌木丛

林里知名的不知名的有毒的无毒的生

物不知何时会出现。根据生物活动习

性，很多监测工作还得在夜间开展，更

是加深了工作危险性。有时刚手伸去

拿鼠笼，突然发现一条蛇正冷冷幽幽盘

踞在里面。30多年来，像这样被吓出一

身冷汗的事情，徐兴洪已经不记得碰到

过多少次。

危险就在身边，工作还得继续，胸

怀疾控人使命感的徐兴洪依然奔波在

田野山间，畲乡的青山绿水留下了他坚

定的脚印和身影。

（朱芝娟）

困难群众“点单”提心愿 党员干部“接单”圆心愿
近日，鹤溪街道开展“困难群众‘点单’提心愿，党员干部‘接单’圆心愿”的主题活动，联系村社领导、驻村干部及网格员根

据片区划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集困难群众的微心愿，并动员机关党员干部主动认领“微心愿”，为留守儿

童、低保五保户、脱贫户等困难群众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图为鹤溪街道党员干部将微心愿慰问品装车。

（通讯员 邵彩花 摄）

游客在大漈荷花池拍照留念游客在大漈荷花池拍照留念。。

畲乡群英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