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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水滩—谱写美丽乡镇新篇章紧水滩—谱写美丽乡镇新篇章

紧水滩镇位于云和县城北部，地处瓯江干流上

游，距县城 18公里，交通便利。东临石塘镇，南依浮

云、凤凰山街道，西与赤石乡毗邻，北与松阳县大东坝

镇接壤。镇域总面积 147.65平方公里，山林总面积

184288亩，其中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115885亩，油茶林

19616亩，森林覆盖率达 82%以上。于 1987年建成紧

水滩水力发电厂而设置建制镇。

紧水滩镇是云和县实施“山水童话乡村”建设、

“整乡整镇”整治、连线成片创建的典范，初步形成了

以景区为龙头，一村一品、各村各貌的别样景致，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逐步显现。先后获得了全国环境优美

镇、国家级生态乡镇、浙江省最美乡镇、省级园林镇、

省级森林城镇等荣誉称号。

紧水滩镇是襄砌在八百里瓯江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演绎着动人的诗情画意。镇域内有浙江省第三大

人工湖——云和湖，素有“梦幻仙宫，渔人天堂”之称，

湖内有鲢鱼、鳙鱼、刀鱼等 10余类品种野生鱼通过了

有机鱼认证。2012年与“四海钓鱼”频道联合举办了

“首届仙宫垂钓节”。该镇石浦村是古时水上丝绸之

路的一个重要古镇，村里的船帮被誉为“瓯江第一

帮”，闻名遐迩。

紧水滩镇是蕴藏在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养生天堂，

洋溢着无尽的舒适惬意。森林覆盖 85%，负氧离子含

量年均 3000个/立方厘米，3000多种动植物与人和谐

相处，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塑造了天然的森林氧吧。

2011年，仙宫AAAA级旅游景区成功创建，水上乐园

等一批旅游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吸引了国内外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紧水滩休闲、旅游、度假、养生。

紧水滩镇是包裹在浙南山区的一方种养灵地，挥

洒着勃勃的生机活力。该镇大源村、徐湖村以油茶、

茶叶、吊瓜发展重点，形成独特农业产业区，田垟、龙

门两村以西瓜种植成名，并在 2013年成功举办“首届

田垟.西瓜节”，与此同时，石浦的生态鳖、泥鳅与乌弄

坑村的龙虾等特色水产品养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走

出了一条生态绿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子。

下一步，紧水滩镇将打造休闲垂钓、教育培训、养

生养老、休闲运动、摄影采风五大基地，实现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打响最美乡镇品牌，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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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至7日，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在丽水调研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化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

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依法保

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

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激发农村生产

要素潜能，让广大农民兄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王辉忠先后来到松阳县、遂昌县，深入茶园、药

材基地、村经济股份合作社、林权交易中心和基层

国土所，了解林权制度改革、茶园抵押贷款、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制改造、农房确权和土地流转等情况，

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基层干部群众和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代表一道，研究探讨推进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

王辉忠指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的“牛鼻子”和基础性工作。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不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经营体制、农村金融体

制、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农村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

性进展。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民

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解放农村生产力。要把住改革底线，巩固和完善

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要保护农民

权益，切实保障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更好地

维护农村财产关系。要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村产权

成为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农民创造财富的

资本。要坚持市场取向，提高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

化运作程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王辉忠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带着对“三农”

的深厚感情，把推进“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

走”作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部门协同，合力加以推进，全面激发农业

农村发展活力。

市长黄志平、市委副书记朱晨陪同调研。

王辉忠在丽水调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时强调

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王辉忠在丽水调研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来丽调研
3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

工委主任顾秀莲来丽水调研。她寄语我市各级关

工委，要充分发挥老同志优势，培养、教育、引导青

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少携手共筑“中国梦”，推动关

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

在市领导黄志平、虞红鸣、朱晨、毛子荣的陪同

下，顾秀莲专门前往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和北埠

村，实地察看“百名老科技专家联百村致富工程”及

“少儿之家”活动室情况，并与市区关工委负责人及

老科技专家亲切座谈。

莲都区连续10年开展“百名老科技专家联百村

致富工程”活动，通过搭建老科技专家与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的桥梁，先后让莲都濒临灭绝的处州白

莲、白枇杷等传统农产品焕发生机，成为农民致富

增收的重要途径，更成为丽水农业产业的名优特

产。由于大规模地种植了处州白莲，并结合下山移

民建设新村，利山村由过去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成

为了今天游人纷至沓来的“景点村”。在察看村容

村貌后，顾秀莲认真听取了老科技专家王一民等人

的情况介绍，对他们发挥余热，为促进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感谢。她说，在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民族品牌有2万多个，而到如

今只剩下 2000多个，一些非常好的产品消失了，这

非常可惜。莲都区通过发挥老科技专家的作用，将

这些地方好产品重新培育，并赋予新的理念、文化

和技术，最终发展壮大，特别有意义。

在北埠村，顾秀莲走进村委会大楼三楼的“少

儿之家”活动室。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摆放着几

排整齐的书柜，3000多册书籍中有1680多册少儿读

物。村干部介绍，去年暑期，考虑到村里留守儿童

较多，担心学生下河溺水，在市区两级关工委的提

议下，村里开设了这个“少儿之家”，让在村里的7名

离退休老同志轮流照看放假在家的孩子，村里第一

年没有发生学生溺水事件。顾秀莲听后高兴地说，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一旦

发生危险，将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希望你们在全

市推广这种模式。

顾秀莲还说，各地关工委要注重为青少年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创新社会

管理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协助有关部门建起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寄宿学校、“留守儿童服务站”和“留守

儿童之家”等等。

当天，顾秀莲还前往青田县考察了石雕文化产

业发展情况。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来丽水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