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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 梅明益
见习记者 江佳望 柳贤明）8 月初，

拿着刚办下来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梅源里”民宿合伙人陈金娟迫不及

待地学习如何让民宿“上线”，迎接

五湖四海游客的到来。“暑假虽然只

是试营业，客房也还没有挂到网上，

但还是有不少客人自己找过来，这

让我们对云和梯田景区的客流量充

满信心。”在崇头镇梅源村，5A 景区

的金字招牌不仅吸引来游客，还招

徕了原本在石塘镇长汀沙滩开民宿

的业主。

“在梯田景区开民宿，我们面向

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消费群体，消

费需求也更多元化，所以除了在民

宿风格、服务内容上做改变，我们还

首次尝试和专业运营团队合作，以

全新的经营理念来突破成长。”在运

营团队的统筹设计和指导下，“梅源

里”民宿合伙人秉持修旧如旧的理

念，没拆掉一根木梁，也没改变老屋

的结构外观，只是配上简约现代的

家具和装饰，甚至保留了外立面上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等大字标

语，让这间战时省会时期的老医院

焕发出新的生机。“这里环境不错，

很有乡村味道，带孩子逛了逛老街，

体验了一把陶艺制作，短短几天燃

起了我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金华

游客张斌说。

作为一级游客接待中心和索道

起点站所在村，梅源村拥有景区“前

哨站”和“接驳地”的优越条件，100

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办农家乐（民宿）

吃上了“旅游饭”。然而，随着景区

的迅速成长，主景区周边的景中村

蓬勃发展起来，单一的地理区位优

势已不能满足梅源村的发展。“各村

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越来越好

了，游客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高，我

们必须通过挖掘自身特色来打造

‘引流点’。”梅源村村民委员会副主

任叶国平介绍说。

“原汁原味的乡土味道是游客

们在城市生活中比较难体验到的，

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我

们要做的就是把当下的市场消费需

求植入乡土文章，让乡村更热闹、更

好玩、更有吸引力。”2023年，梅源村

启动一体推进、系统布局、特色打造

的公园乡村创建工作，从环境整治

到基层治理打了个“翻身仗”，并成

功招引了一家具有设计规划、业态

培育、市场营销策划等 10 多年乡村

旅游资源开发优势的乡创公司。“5A

景区的红利、良好的生态肌底、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让村庄的发展和

我们的强项实现双向奔赴。”浙江乡

创村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谭

咚栋介绍说，他们流转了 9 栋老宅，

以梅源老街为轴布局打造了特色民

宿、咖啡吧、奶茶吧、杂货铺、茶餐

厅、陶艺体验馆等新业态，唤醒了乡

村的“沉睡资产”，也点燃了村民的

创业热情。

酷暑难耐的三伏天，村民季绍

平总往用自家房屋改造的民宿施工

现场跑，既是抠细节、盯进度的“工

程师”，也是打下手的小匠，忙得不

亦乐乎。“顶层这间房最早是我做香

菇的时候拿来发菌的，后来闲置了

用来堆放杂物，现在打算改造成亲

子房，还要腾出一间客房改造成茶

室，让客人坐着喝喝茶聊聊天。”近

年来村庄环境的大变化，不仅吸引

季绍平回乡创业，还让他下决心要

将住宿环境、配套服务各方面做得

更好，“现在来村里的游客多了，我

们一定要让客人更满意才行。”

乡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创建

公园乡村“关键一招”激活了村庄发

展内生动力。2023 年，梅源村成功

创成全县第一批公园乡村示范村，

新增农家乐（民宿）4家，实现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 51 万余元，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 103 万余元。在火热的发展

势头下，梅源村的未来乡村示范建

设项目乘势而上，生态公厕、老石板

路等提升举措和梅源老街二期夜经

济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用“关键一招”解锁梅源村“幸福密码”

编者按：今年是云和打造
全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富
样板积聚胜势之年。自丽水市
美丽大花园品质提升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云和以全域化生态
化建设为引领，以“生态画笔”
勾勒公园乡村，加快打造新时
代和美乡村山区样板。今起，
本报推出“公园乡村‘变形记’”
专栏，通过采编队伍深入开展

“走转改”聚焦“公园乡村”建设
采访活动，推出一批“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全媒体报
道，展示云和公园乡村建设新
成效和乡村新面貌。

连日来，在县职技校产教融合中心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刘海波 高正 文/摄

公园乡村“变形记”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8 月 15 日，县人大常委会召

开专题报告会，听取我县今年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情

况。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鸿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晓

勇，各乡镇（街道）人大主要负责人，基层市、县人大代表

参加会议。

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周鸿飞所作的 2024 年上半年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下阶段政府主要工作以及2024

年度政府“十件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正确

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县政府锚定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以赴“拼担当、比实

干、争进位”，上半年实现GDP51.4亿元、增长8.1%，增速

排名全省第二、全市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半年

好、半年红”的亮眼成绩单。

会议指出，全体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

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和各项要求，深刻认识以人

民为中心这一价值取向，牢牢把握改革立场的人民性，

积极支持改革、踊跃投身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营造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

识，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积极参与“双岗建功”“两去两

回”各项代表主题活动，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要发挥自身在

各行各业中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群众进一步增强改革发展信心，

形成全县合力。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报告会
听取我县2024年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8 月 15 日，全县土地管理工

作暨林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县领导周鸿飞、傅雅涛、江

静、胡翔及县直属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

主要负责人、县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副县长胡翔部署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各乡

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订 2024-2025 年松材线虫病防

治工作责任书；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傅雅涛部署土地

管理和林长制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县委副书记、县长周鸿飞指出，要肯定成绩、正视

问题，着力补齐土地管理和林长制工作短板。今年上

半年以来，云和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耕地保护、要素

保障、林长制责任落实等工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下

阶段，应聚焦“多田”套合率低、松材线虫病防治效果不

佳等难题，在土地管理工作中强化部门联动，加快推进

“多田”套合，尽快建设永农储备库，在林长制工作中全

面压实防治责任、完成防治任务、提升防治质量，推进

疫木清理“无死角”。

周鸿飞强调，要聚焦重点、聚力关键，全面夯实土

地管理和林长制工作基础。坚决扛起耕地保护工作责

任，有序推进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加快完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着力强化重大项目用地保障，充分发挥林权改

革强村富民作用，全力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确保实

现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要强化站

位、优化能力，不断提升土地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

水平。锤炼过硬政治能力，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到的“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等各项自然

资源领域改革内容，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提升专业业务能力，认真学习领会相

关政策文件，把准“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是非原

则、“如何去干、怎样干好”的实践标准，牢牢守住自然

资源政策红线。

全县土地管理工作暨
林长制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