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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胡媛媛 别阳军 驻建

德记者 李牡娇）300 亩国家级高产示范区

核心，100 亩葡萄采摘游园，100 亩少年儿童

农业科普教育和亲子农事体验快乐农场，50

亩五彩大地艺术示范园⋯⋯昨天，建德西部

重镇大同传出消息，该镇计划在 3 年内投资

50 亿元，依托万亩生态优质粮食生产基地，

全面打造集高效生态农业、粮食精深加工、

休闲观光旅游、农耕文化体验、乡村民宿等

功能为一体的“稻花香”特色小镇。

“大同镇是杭州市粮食生产状元镇，省市

县级粮食功能区面积达1.5万亩，分布于双溪

两岸，土地肥沃，联片集中，水利设施配套，路

电网齐全。”该镇负责人介绍，此次创建“稻花

香”特色小镇的项目涵盖了一二三产。

其中，一产有优质稻米、有机稻米生产，

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建设300亩省级粮油新品

种示范基地，300亩鸭稻共育、蛙稻共育、稻田

养鱼农作制度试验示范基地，100亩有机稻生

产试验基地，50亩建德台湾稻米合作交流示

范园，100亩草莓采摘游园等10大功能区块。

二产包含粮食、果蔬、植物油等名优特

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以来料加工形式生产

稻草工艺品、农产工艺品、民俗产品和旅游

产品，配套建设来料加工一条街。

三产建设以古镇民俗风情，农耕生活体

验，油菜、水稻、紫云英等农作大地艺术景色

为主的旅游功能区，融入建德5A级大景区建

设；建设名优特有机生态农产品销售市场；

建设徽派特色民居，发展民宿、农家乐；建设

畲乡民俗展示中心和农耕文化公园；开发大

同民间故事，发掘徽商文化、新安文化。

“大同农业基础雄厚，人文底蕴丰富浓

郁。”大同镇负责人说，全镇农民组织化程度

较高，其中省级优秀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2

家；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粮食生产占比达

50%以上，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粮食生产

机械化水平达 75%。区域内建有万亩国家

粮食高产示范基地，还有省级农作物品种展

示中心 2 处，粮食生产科技综合运用水平

高。通过稻鸭共育、稻蛙共育、稻田养鱼等

农作制度创新示范，生态、优质、高效的“千

斤粮，万元钱”粮食生产新模式面积不断扩

大，现代生物、物理植保防控技术设施构成

田园新风景。同时，以民歌、三月三“染乌

饭”为代表的畲族民俗保留至今，并成为畲

族民众原生态艺术的真实写照；毛竹雕花至

今已有 200 余年历史，蓑衣、桥灯龙头以及

稻草编织传统工艺仍在大同有迹可循，劳村

二月八庙会，畲族对山歌这些传统农耕节，

保留了传统农耕质朴又神秘的色彩；大同物

资交流会，上马竹笋节，畲乡文化周等融入

了新时代的三农元素；还有大同的“肉圆”、

麻糍、千层糕等特色食品享誉内外。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建设方案，省级粮

油新品种示范基地和蛙稻共育等农作制度

试验示范基地项目已开工，2017年6月底前

将完成核心区块农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道路、建筑、河道水系、景观节点打造，争

取在2018年底前完成。

依托万亩生态基地，粮食生产“状元镇”有大动作——

建德大同投资50亿浇灌“稻花香” 本报讯（驻富阳记者 骆炳浩 通

讯员 陈平 徐军）近日，在富阳区政

府、区政协联合主办的“富春新韵——

朱瑚富春山水长卷暨美术作品展”开

幕式上，95 岁的富阳籍旅沪著名画家

朱瑚，把历时一年多绘就的富春山水

长卷《富春新韵》捐赠给家乡，作为即

将落成的“富春山馆”馆藏。

朱瑚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西画曾师从刘海粟、刘狮、冉

熙等教授，国画曾师从潘天寿、陆抑

非、汪声远、来楚生等教授。他在追求

属于中国审美精神旨趣的同时，又尝

试着将西方现代画风融入中国传统之

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

朱瑚先生艺术之路是在富阳灵桥

镇的灵岩寺启蒙的，1958 年他被打成

“右派”下放到富阳农村插队，1979 年

平反后在富阳县工艺美术总厂做画

匠，直至 1984 年才返回上海教育学院

继续从事教研工作。

朱瑚先生始终对富春山水魂牵梦

萦。他多次来往于春江两岸，体悟富

春山水的灵性，一心想为家乡创作一

幅反映时代变迁、保存乡愁记忆、展现

家乡盛景的富春山水长卷。

2014年春节，年过九旬的朱瑚回到

故乡专心构思他的画作。在仔细整理历

年来的照片、录像、写生等第一手素材

后，他确定了长卷的立意及表现手法。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长达 12

米的《富春新韵》创作完成。朱瑚说，今

逢盛世之年，终于能实现将潜埋于心田

的富春江情怀表现于长卷之上的心

愿。他在卷尾欣喜地写下七言绝句：

“碧水黛山川如锦，两岸风物一片新。

沾得江水如彩墨，秃笔一支画富春。”

2015年9月26日，“富春山水非人

寰——朱瑚先生画展”在上海虹桥当代

艺术馆举行。一位藏家看了朱瑚先生的

《富春新韵》后深受震撼，提出愿意以280

万元购买这幅画，却被朱瑚老师婉拒。

朱瑚说，每次回到富阳，都能感受

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也得到家乡领导、

乡亲的热情接待，这份乡情是无价的。

得知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王澍教

授主导设计的“富春山馆”（博物馆、美

术馆、档案馆“三馆合一”项目）计划今

年8月底完工时，他决定回家乡举办画

展，并向“富春山馆”开馆献礼。后续，

他还要将个人精品画作捐给“富春山

馆”，共襄富阳文化强区建设盛事。

一抒胸臆绘富春
95 岁画家朱瑚
向家乡捐赠富春山水长卷

盘活存量 集聚产业
萧山临浦为城市建设腾空间

本报讯（驻萧山记者 郑丽华）临

浦镇是萧山南部的重镇，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临浦成为

各行业竞相投资的重要区域。

随着临浦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土

地需求量增加，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临浦镇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通过

重组、转让、司法拍卖等方式有效盘活

工业存量土地，走出一条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之路，为城市开发建设腾出了

更大空间，激发了更大活力。

今年以来，临浦镇坚持以企业为

主体，招商人员牵线搭桥，采取政府推

动与企业主动并重的双轮驱动模式，

促成企业、项目间的“腾笼换鸟”，最大

限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今年3月，一家国内500强企业与

临浦一家民营企业合资购得原破产企

业浙江加兰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旧址。

据悉，临浦镇新引进的合资公司

是一家以生产家电及电子产品系列为

主的企业。这块 67 亩左右的工业用

地将由该企业开发，目前该企业厂房

已经在改造中，预计将于 6 月份投

产。一旦正式投产，该企业的年销售

额将达到5亿元，前景、效益可观。

“这样一来，既盘活了存量用地，

又引进了好项目。对通过盘活存量土

地真正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我

们将坚决鼓励、支持；对欲借盘活之名

进行炒地的，我们将坚决防范、遏制，

以确保有限的产业用地资源更好地用

于经济转型升级。”临浦镇经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腾笼换鸟”的最终目的是助推产

业转型提升。目前，临浦镇在对全镇闲

置建设用地摸底调查、建档的基础上，

制定了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方案，将逐一

盘活，为城市经济发展后劲增加砝码。

目前，雪电器、加兰装饰、依加得纺

织等4家停产企业通过重组、转让、司法

拍卖等方式，有效盘活工业存量土地

202.5亩，厂房建筑面积10.42万平方米，

新引进项目4个，为优质企业进驻拓宽

发展空间。据悉，从2014年以来，临浦

镇共完成“腾笼换鸟”项目10个，腾出土

地面积301.55亩，腾出厂房总面积19万

余平方米，新引进企业总投资5.8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周莹 记者

毛长久）杭州又多了一张靓丽的

名片！中国邮政将于 5 月 12 日发

行《美丽中国》普通邮票第二组，

西溪湿地凭借独特的湿地景致以

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地位成功入

选。

《美丽中国》普通邮票一套 4

枚，除了西溪湿地外，另外三枚分

别为牡丹江雪乡、兴义万峰林、石

嘴山沙湖，规格均为40×30mm。

普通邮票既担当着邮政通信

的作用，又是“国家名片”。这次

发行的西溪湿地普通邮票是中国

邮政第一次发行包含杭州元素的

普通邮票。杭州即将举办 G20 峰

会，届时将向全世界展现美好的

形象，而这次发行的西溪湿地普

通邮票，不仅将担当起海内外的

通信重任，同时对于扩大杭州的

影响力，展现浙江的秀丽风景，具

有推动作用。

据了解，2013 年中国邮政首

次发行了《美丽中国》普通邮票第

一组，将国家特有风貌作为题材，

集结成套向世人展现。2015 年，

中国邮政开始筹备《美丽中国》普

通邮票第二组，在全国范围广泛

征集具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自

然风光，最终，杭州西溪湿地以其

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

5月12日邮票首发当日，中国

邮政将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举行邮票首发活动，届时会提供

成套新邮及相关纪念邮品供市民

收藏。

驻淳安记者 程海波 通讯员 何旭

“出警的时候，我俩是一对好搭档，平

时，我们就是好兄弟。”初见王冠，第一印象

是精干、热情、健谈。

王冠，淳安县公安局姜家派出所民警，

2013年4月被派到界首警务站，负责界首辖

区的治安防控、纠纷调解等工作。

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被王冠称为好搭档的

胡春荣，是去年3月才做协警的。他之前干过好

几个行当，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后来凭着自己

的努力，取得了工程预算的“执照”，曾经有人出

50万元的年薪聘请过他，都被他婉拒了。

“主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也在读书，都

需要照顾。”今年1月，胡春荣的妻子严玉红也

成了警务站的协警，平日里主要负责警务站

的内勤工作，还是警务站的兼职“厨师长”。

“她烧菜可好吃了，自从她来了之后，

我们就多了口福。”一旁说话的是王冠的妻

子余青芳，在界首乡综治办工作。因为分

管的综治工作很多方面与公安关系密切，

所以也算得上是警务站的“半个人”。

一个警务站，四个人，两对夫妻，所以界

首警务站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夫妻警务站”。

警务站被称为“家门口的派出所”，所以

满打满算4个人的界首警务站，每天事情却很

多。界首辖区虽然只有9000多人口，但村子

比较分散，所里给警务站配的一辆巡防车，才

跑两年多一点时间，已经损耗得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俩搭档那是‘天仙配’，信息

的沟通绝对畅通，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话

题都是工作上的。”王冠笑着说，而且两人出

去调解矛盾纠纷什么的，正好一个唱红脸一

个唱白脸，往往是事半功倍。“还有像对重点

人员的管控，就比别的乡镇有优势得多。”

一年多时间下来，这个“夫妻警务站”不仅

纠纷调解率高，而且还实现了抓获现行高和破

案率高，工作也得到了所里的肯定和表扬。

前些日子，为做好 G20 峰会的安全保

障工作，根据上级的布置，警务站对辖区外

地人口开展整查，王冠和胡春荣几乎天天

忙到后半夜。这项工作刚刚告一段落，所

里破获了一起大案子，两人又被抽回所里

帮忙，差不多一个星期，每天都是没日没夜

的。

“还好我两个人的老婆都干这行，能够

相互理解，有时候我老婆比我还忙呢。”王

冠有些愧疚地说，尽管夫妻两人在一起，但

家还是不太顾得上。

王冠老家在宁波，父母都生活在老家，

由于是家中的独子，加上警务站工作比较

繁重，所以父母曾想过让他调回宁波，甚至

都为他找好了新工作。“我真心喜欢警务站

的工作，忙是忙了些，但有成就感。像每次

调解纠纷成功后，当着老百姓的面我们不

会表露出来，但一转身，成就感就全都释放

出来了，心里那个开心啊。”

四个人两对夫妻 一个温暖的“家” 淳安有个“夫妻警务站”四个人两对夫妻 一个温暖的“家” 淳安有个“夫妻警务站”

驻临安记者 管光前 通讯员 张雯君

从平均海拔 29 米搬迁到海拔 34 米，如

龙村人花了60年。

近日，临安板桥镇如龙村最后 11 户村

民搬离他们居住了近 60 年的旧屋，即将住

进比旧村海拔高 5 米左右的如龙亭子移民

安置小区。至此，如龙村 283 户村民均已悉

数“升迁”，住进“高第”。

“高升”是为了躲避水患之苦。

如龙村 2008 年由如龙和亭子两个村合

并而成。此次“高升”的就是合并前的亭子

村。亭子村位于青山湖库区南岸，全村海拔

最低的 28 米，最高处 30.5 米。该村原本最

低洼的部位是比青山水库最高防洪水位高

出数米的，因为青山水库在刚建成时，大坝

坝高仅 26 米。1959 年修建水库时，考虑到

水库将来的扩容和汛期的安全，亭子村村民

曾被整体移民至库区北岸的青山乡民主

村。但亭子人嫌“新村”土地贫瘠，又陆续返

回亭子村居住。

最初的青山水库是一座土坝，日常蓄水

在 24 米左右，就算汛期来临，山洪溢坝，亭

子村也不会有水患之忧。1991 年，水库土

坝改建为水泥坝，最高防洪水位抬升至 33

米，亭子村便成了逢汛易涝的淹没区。

每年汛期来临，亭子村总会有或多或少

的民房被淹。村民印象中最厉害的是 1996

年的“6·30”洪灾，整个村几乎集体遭遇“灭

顶之灾”。所以，每年入汛，亭子村就成了临

安市镇两级政府格外操心的“重点防汛部

位”。

2012年3月，临安启动青山湖综合保护

工程建设，为彻底解除亭子村村民的水患之

苦，亭子村移民工程作为综保工程的一号民

生工程，率先着手规划建设。离亭子村不远

处一块比亭子村平均海拔高出五、六米的坡

地，成了亭子人新的聚居地。政府按照“先

迁多奖励，后迁少奖励”的原则，推进老村拆

迁。

历经三年多的拆迁安置和建设，近日，

最后 11 户亭子村农户搬离了旧宅，他们的

旧屋被集中拆除。青山湖综保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腾空后，亭子村将利用板桥镇污水

处理厂的尾水，建设集景观和净污功能于一

体的生态湿地公园。

亭子移民安置小区占地 234 亩，共建有

联体排屋 128 幢，将安置 356 户村民。所有

联排均为 2 户一幢，每户三层楼。小区征

地、三通一平和房屋规划均由政府统一进

行，村民自行建设。今年，小区还要建一幢

公寓，计划安置 30 户村民。还将着手绿化，

修建围墙和出入口，“建设移民小区总投资

估计要 1 个亿，摊到每户家庭，相当于户均

投资 7 万元。我们要把小区建成新农村建

设示范点。”青山湖综保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来到安置小区采访时，村民蔡金福

正坐在新家门前喝茶。他是亭子村最早签

约入驻移民小区的村民之一。两年前，旧屋

拆除后，补偿款加奖励，蔡金福一共拿了 60

万元，他自己添了 60 万元，给自己和两个女

儿各建了一幢排屋。

“新房里住着到底舒服的，去年降雨那

么厉害，一点事都没有，现在安耽了。”回想

“6·30”洪灾自家的老屋淹到一楼天花板，蔡

金福感慨不已。

“爬”了5米高，走了60年 亭子村“高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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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冠和妻子（左三、左四），胡春荣
和妻子（左二、左一）在界首警务站门前合
影。

亭子村将变身湿地公园（效果图）。

村民在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