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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意） 两个孩子的
妈妈、有着十多年养鸡经验的新农人、
直播间里青春靓丽的女主播、 从湖北
恩施嫁到湖镇的外地媳妇， 有着多重
身份的余安彩在 2021 年开始学习做
直播，如今已经成为中国 TOP 直播电
商产业园龙游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
当家主播之一。

2010年， 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
童，在上海打拼的余安彩和丈夫决定回
龙游创业。 夫妻俩当时只有 5 万元存
款，没技术、没门路，只有一身力气。 帮
别人挑了半个月鸡粪，夫妻俩学到了一
些养鸡的技术，便一头扎进了养鸡业。

虽然遭遇过大规模死鸡、被人追债
等磨难，但余安彩夫妻俩肯干、肯学，他
们的鸡越养越好，生活也渐渐改善。“我
们开始养第二批鸡的时候就好多了，慢

慢把外债还清，还买了车。 ”不久前，余
安彩家三层楼的房子刚刚结顶。

2020 年，余安彩开始在抖音上发
养殖日常。 也许是颜值与农村养鸡人
这个身份的反差， 让她的视频受到了
不少人的关注。几年下来，余安彩的粉
丝一度超过 35 万人，“我还记得第一
个爆火的视频， 有 2000 多万的点击
量，涨粉 5 万多人。 ”

“去年 2 月，得知政府鼓励新农人
直播带货， 并有免费培训和相关支持
政策。 我想着， 跟着政府走总不会错
的。 ”就这样，余安彩在基地专业老师
的带领下，学习如何拍视频、剪视频、
发视频，如何直播带货等，进入了一个
全新领域。

“去年 9月第一场直播的时候，直
播间有 5000多人， 我看着镜头可紧张

了，话都说不出来。 ”如今的余安彩已经
能自在面对镜头。 只要有时间，她就会
来到基地，开播卖龙游的黄茶、酥饼、笋
干等各种产品。 记者查看了一下，2022
年余安彩已经直播了近百场。“现在我
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些忠实粉丝在直播
间里为我点赞，跟我聊天。 ”余安彩如今
是“顺”带货，在和粉丝聊天的同时，顺
便推介一下龙游的好货。“养殖才是我
的本业，我的视频基本上是在我家鸡棚
拍的，不过我家的鸡和鸡蛋，一般我发
下微信朋友圈，就卖得差不多了。 ”

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具。如今的
余安彩，养鸡、直播、拍视频……生活
充实又忙碌。“感谢直播让我能认识更
多人。 ”余安彩觉得，直播为她的生活
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让她的未来多
了一种可能。

开展职工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曾莹） 近日，为进一步提升

员工工作积极性，实现劳逸结合，龙游农商银行组
织开展了职工团体操（趣味运动会）比赛。

此次比赛集趣味性、 娱乐性和竞争性于一体，
共设置了鼓动人心、蒙眼敲锣接力、龙行天下等 11
个项目，分别设立单项奖、团体奖、组织奖。 比赛现
场，大家协同合作、相互鼓励，加油声、欢笑声此起
彼伏，充分展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和团结协作、勇往直前的团队精神，营造了健康、和
谐、向上的良好氛围，增强了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做实“线下”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
本报讯 （通讯员 傅纪东） 近年来，龙游农商

银行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信系统人缘、地缘优势，
积极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等活动，全力做实“线
下”，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让偏远乡村的群众便利
地享受金融服务。

该行通过不断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布放各类现
代机具，着力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
千家万户都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目前，
该行已有农民“丰收驿站”、ATM 机器共计 100 余
个，覆盖全县乡镇、村，为客户提供不间断服务，广
大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小额存取款、转账、水电
费、养老缴纳等 10 多项基本金融业务。

养鸡妹的“顺”带货

11 月 19 日上午，
在龙洲街道文三小区
内，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为不便出门的住户提供
上门核酸采样服务，确
保核酸检测工作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

记者 刘舒婷 文/摄

本报讯 （记者 郑依霖） 近日，在
大街乡新槽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30余
名工人正在田间不停地忙碌， 翻土、施
肥、撒种，眼下正是中药元胡的种植季
节，大家抢抓农时，加紧种植，现场一片
繁忙景象。“我们这里生态好，能种植好
的中草药，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啊。 ”新槽村村民傅锦松感叹。

新槽村位于龙南山区， 生态环境
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85%以上，但因为
缺少主导产业， 村集体经济一直比较
薄弱。如何促进村庄发展，成为村里的
头等大事。“村里有个古梯田，原先我
们是流转了村民的土地种植了一些桃
花、油菜花，并举办农耕文化节，吸引
了一批游客。 ” 新槽村村干部傅宁介
绍，近年来，新槽村凭借自然与人文的
双重禀赋，盘活梯田经济，通过举办油
菜花节、桃花节等活动，积极推进乡村
旅游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种下梧桐树，自有凤来栖。随着乡
村旅游的蓬勃发展，2017 年， 浙江龙
游复源为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中新
槽村的梯田优势，与村集体合作，流转
300 亩梯田土地，种植芍药、浙贝母、
覆盆子等中草药，共建“神农谷药园综
合体”。 通过“村企协同发展”的模式，
新槽村经济合作社以土地资源入股，
每年参与分红，并牵头组建“中草药产
业党建联盟”， 联合周边村打造集约

化、联合式中草药产业发展平台，不仅
让本村村民实实在在鼓了腰包， 还带
动了周边村庄村民增收。 大街乡贺康
村村民蓝冬凤就是其中一个，“原来我
只能在家里做来料加工补贴家用，这
里开始种中草药以后，从种植、养护、
采摘都需要人工，几乎天天都有活干，
每月能增收 3000 元。 ”

乘着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东风，
新槽村还积极谋划新项目，利用下山脱
贫政策， 规划建设省级农房改造小区，
村民们从山上搬到了山下，迎来了富裕
充实的新生活。“现在村庄干净整洁，绿
化也做得很好，前两年我在村里开了农
家乐，以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新
槽村村民李金美期待地说。

如今， 走进新槽村， 满眼绿意盎
然，一幢幢楼房整齐排列，村道宽阔平
坦，“一米菜园”郁郁葱葱，让村庄焕发
出勃勃生机。眼下，大街乡万亩药园加
工研学基地项目也正在火热建设中，
预计今年 11 月底封顶。该项目建成投
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新槽村配套设施，
提高研学接待服务水平， 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共富领头人】
新槽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傅新林： 新槽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
村集体经济薄弱。 2017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上海的老板“相中”了村里梯田的
自然条件，投资种植中草药。 我们协助
他一口气流转梯田土地 500余亩、竹山
2000余亩，种植“浙八味”中草药，村经
济合作社以土地资源入股， 参与分红，
每年有保底 20万元的收入。 中草药种
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很多村民
的就业问题。 现在，中草药公司每年发
放农民工资达 400多万元，真正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我们
也利用种植的中草药和金丝皇菊的观
赏价值，每年举办节庆活动，提升新槽
村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游客。 许多村
民借此办起了农家乐，村里新增农家乐
28家， 每年接待游客将近 2万余人，给
农户带来不少效益。

【共富受益人】
新槽村村民 严建勇：退休后我在

老家开了个农家乐，开得比较早。这几
年来，村里的旅游业发展比较好，来玩
的外地游客也比较多。新槽村建设得
也一年比一年好， 特别是前几年，上
海老板在我们新槽村的梯田里种植
了各种中草药，不仅给村民们提供了
就业机会，也吸引了
更多的人来参观学
习，我们农家乐生意
越来越好，大家一起
走向了致富奔小康
的道路。

大街乡新槽村：种下中草药 开出“共富”方
下乡义诊惠民生

本报讯 （记者 罗鑫涛 见习记者 梁羽煊） 近
日，邵逸夫医院总院、县人民医院的 27 位医护人员
走进湖镇镇，开展以“浙里健康 一路有你”为主题
的下乡义诊活动，为村民提供了面对面、零距离的
医疗志愿服务。

现场， 村民们拿着病历陆陆续续前来问诊，有
序地排队等候。 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针对村民不同
的病症，问诊查体、阅读报告、答疑解惑，并给出下
一步的治疗建议。 此次义诊除诊疗费用全免以外，
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 血糖以及检查心电图等。
热情周到的服务，让群众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前来
就诊的何大伯说：“送医上门既方便又免费，这对老
百姓的日常保健很好。 ”刚问诊结束的杨阿姨也表
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很好，他们很认真，服务态
度很好。 ”县人民医院院长周卫锦介绍，这是今年开
展的第二次下乡义诊活动，“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邵逸夫医院总院联合县人民医
院，为了农村群众能够得到更好的、优质的医疗服
务，专门举行了这场大型义诊活动。 ”

此次义诊活动，真正做到了惠民生、暖人心。 我
县医疗团队将继续肩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神
圣使命，通过义诊等多种惠民形式，整合优质医疗
资源，助推“健康龙游”建设。

跨村种红薯迎来丰收年
本报讯 （记者 郑依霖） 眼下正是红薯收获

的季节，近日，在龙洲街道岑山村的红薯种植基
地，50 余亩的红薯迎来丰收， 大家正抢抓晴好天
气采挖红薯。

据了解， 该片土地由大街乡贺田村集体承包，
由于贺田村土地分散且面积小， 不利于机械化操
作。 今年，贺田村与岑山村进行合作，承包了岑山村
50 余亩土地用于种植红薯，采用机械化加人工收割
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也节省了采收时间。
随着开垄机器在田野来回穿梭翻犁，一串串体态饱
满、颜色鲜艳的红薯从泥土中翻滚而出，堆满了田
间地垄，工人们在一旁将新出土的红薯去泥、分拣，
忙得不亦乐乎，田野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个品
种是从浙江省农科院引进的‘浙薯 86 号’，是最新
的一个品种，种出得红薯香糯可口，亩产量可以达
到 4000 斤。 ”大街乡贺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邱裕清高兴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