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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村景如何吸引游客、进一步壮大村集体
经济？破局的关键是要有经验、有资源、有眼
光、有水平的农村经营管理人才驻扎乡村，出谋
划策。由此，精准引入人才活水成为杭州市临平
区各乡村共识。

8月 30日，杭州市临平区农业农村局发布公
告，即日起至 9月 13日，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
经理人，为该区5个村的村集体企业招聘专业经营
管理人才，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美
丽乡村孕育“美丽经济”。

与 2020年原余杭区招聘相比，本次招聘有两
大区别：一是对阅历更注重，二是基本薪资更丰
厚。考虑到乡村经营工作的多面性，更注重报考
人的阅历经验，尤其是农村工作经验，在去年只
设 45周岁上限基础上，加入 30周岁年龄下限要
求。与此同时，对在农文旅开发模式探索或项目
运营、在品牌打造或文创旅游等产品开发推广上
有可复制成功成果的优秀报名人员，保留学历年

龄放宽通道，体现了对有实战经验人才的渴求。
基本工资从去年的 18万元/年提至 20万元/年，薪
资待遇更优厚。

本次参加招聘的 5个村，分别是塘栖镇塘栖
村、运河街道杭南村、运河街道新宇村、崇贤街
道鸭兰村、崇贤街道崇贤村，每村招1名农村职业
经理人，都要求年龄在30~45周岁之间、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有相关成果的特别优秀人员可突破
年龄和学历限制，首次聘期2年。

据了解，这5个村全部通过了临平区美丽乡村
精品建设验收，且都成立了村属企业，个别已有
营收。从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产业发展、村庄
治理等各方面看，都有巨大发展潜力且各有特色。

杭南村四面环水、塘漾棋布，自然资源多
样，水、林、田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旅游发展基
础较好，以运河传说、杭南美食及乡风民俗为亮
点，拥有地方特色美食杭南红烧羊肉、特色非物
质遗产（米塑）、青皮甘蔗、生态鳖养殖、莲藕种

植、杭南“五果”及传统历史建筑等本土特色资
源。

杭南村党总支书记周鹏飞希望职业经理人可
以帮助村庄做规划、出点子。“这几年我们一直在
发展‘美丽乡村’，接下来我们想发展‘美丽经济
’，让老百姓从‘美丽乡村’中受益。村里面这方
面的人才比较少，我们特别想找一位爱农村、懂
农村的职业经理人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带动老
百姓致富。”

“临平的乡村环境已有很大改善，我们急需专
业经营管理人才给村庄发展‘指路’，让我们的乡
村农业产业有特色、人文自然有故事、休闲旅游
有潜力。”临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报
名结束后，临平区将组织后续的笔试面试等招录
工作。希望通过此次招聘，进一步扩充临平乡村
人才储备，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为临平打造江南
水乡地区乡村振兴样板提供人才支撑。

见习记者 陈旦 通讯员 王萍

临平5个村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

阅历更注重 薪资更丰厚

2009年，“一捧黑沙”让陈明第一次意识到，
传统养猪中直排猪场废水的方式是错的。10多年
后，陈明家的沟头井养猪场已创建成为省级美丽牧
场。这个位于舟山市普陀区的生态养猪模式不仅
让他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更见证了改善生
态环境带来的深刻变化。

一捧黑沙 让猪场污水“现形”

2007年，35岁的陈明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在
普陀区虾峙岛沟头井一山坡上兴建了一家小规模
的养猪场，总投资约150万元。

猪场远离居民区，后面是山林，坡下是海滩。
传统养猪，简单粗犷，猪舍是一排排简陋的半敞开
式低矮房子。

养殖区里，猪食、猪粪、猪尿等各种味道，搅合
成一股无法描述的异味。日常冲洗猪舍、猪粪等污
水，也不经处理直接由一根管道通到坡下，直排入
大海。谁都没觉得不对，因为那时大家都这样做。

2009年下半年，正当陈明的养猪场开始投产运
营时，舟山市开展“811环境整治行动”，对全市的环
境污染重点行业进行整治。

“我是第一次听说猪粪水不能直排，经过处理
后才能排放。”陈明感叹，传统养猪哪有这么讲究。

事实上，对于猪场环境污染他隐隐也是有点感
觉的。就在那年夏天，海滩上原本细白干净的沙
子，挖起来后，腥臭扑鼻，底下的沙子墨黑一片。

这么好的沙滩被污染破坏，陈明既愧疚也心
痛，更让他意识到猪场排污有问题，最终发现黑沙
是污水处理未达标的猪尿液造成的。

之后，陈明引进了猪场第一套污水处理设施。
粪便污水通过管道被收集到集水池，再经初步干湿
分离，粪便变成干燥的有机肥，而尿液污水进入酸
化池，反复处理后变成清水，再直排入海。

黑沙褪去，白净的沙子回归，大家松了口气，陈
明反倒对这片海滩更上心了。

“海上漂浮的各种垃圾多，冲到海滩上一片脏
乱，尤其白色垃圾多到看不过眼。”陈明说，他曾多
次组织工人清理海滩上的垃圾。

后来，他觉得要把这事儿管起来，就将海上白

色垃圾多的事情向镇里领导汇报，希望进行整治。

猪场保留下来 但被连罚两次

2014年，舟山市开展“五水共治”工作，全市各
地开始关停调节不符合要求、整治无望的低小散养
的养猪场，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生猪养殖污染。

陈明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猪场也被关停。那
段时间，他一边对猪场环境进行自我改造，一边了
解相关情况。

从环保部门了解到关停与提升改造的标准后，
陈明知道自己的猪场是能保留下来的，但需提升改
造。陈明松了口气的同时，着手新建日处理量达40
立方米的污水处理提升工程。

“我曾以为，只要水变清就好了，后来发现，是
否变清还得用数据来说话。”陈明说，2015年，因排
污废水个别指标不达标，他被环保部门连罚两次。

养猪废水是高浓度污水，且当时国内外缺少成
功稳定的处理工艺，而用海水冲洗的猪粪废水，其
水中的氯离子含量又高，处理更是难上加难。但这
些都不是理由，只能不断整改。

“如果把这些罚款作为你们的奖金多好，再努
力努力，下次争取把罚款变奖金。”两次受罚后，陈
明如此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

半年后，环保部门再次抽检，结果显示所有数
据达标。陈明也兑现承诺，给大家发了奖金。

陈明对技术人员又提出更高要求，时不时地进
行自检，去年又花了30余万元新装了一套污水处理
在线实时监测系统。

生态养殖 计划将门店开到宁波去

在全市“畜牧业大调整”背景下，沟头井猪场能
被保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早在多年前它已走上
从传统养殖向生态化养殖转变的发展之路。

原先简陋的猪舍变成多层楼的标准化“高级”
猪舍。猪舍内部，环境控制、精准饲喂、无害化粪污
处理、高压冲洗消毒等环节，已全部转型为生态养
殖。而且陈明的猪种和养殖模式也有别于其他人。

猪场后面有片山林，陈明将其中一部分规划为

土猪放养圈。
“每头猪崽长到 60公斤左右时放出去，让它们

在林子里自由活动。等长到75公斤左右再回猪栏，
放养一个多月，正好将一身膘肉转为精肉。”陈明
说。

现在“沟头井”土猪肉的品牌已打出名头，因为
是生态养殖，所以要比普通猪肉贵。

“沟头井”土猪肉获得省名优农产品称号，在舟
山的普陀、新城、定海等地都开出门店，今年陈明还
计划将门店开到宁波去。

现代人讲究食物的安全、环保、品质，陈明也是
照这些标准，不断改造猪场，优化养殖方式。

陈明说，他曾去外地大型养猪场参观，发现
其各种设施堪称“顶配”，很多操作是全智能的。他
现在达不到“顶配”，但可以搞个“中配”。

“现在不是流行生态旅游、乡村振兴嘛，我打算
将猪场搞成农旅结合的景点。”陈明说。

养猪场焕新颜 成省级“美丽牧场”

2017年，舟山市推出创建“美丽牧场”活动，陈
明再次进行改造。

如今，陈明家的猪场“颜值”再次升级。一片葱
绿的山林中，一座座充满渔家风情的房子和几幢多
层楼的厂房掩映其中。牧场里建有生活区、生产
区、管理区、隔离区以及生猪生态散养区等，配上了
全饲养管理监控视频系统，还建立了完整的饲养管
理制度和严格的疾病防控制度。

“生活区建得像民宿，厂区里新增了绿化带、文
化墙等。”陈明说，当时得知猪场保留下来时，他就
定了两个目标，一是环保一定要过关，二是要把养
猪场做成一个景点。

2018年，沟头井养猪场成为舟山市首个省级
“美丽牧场”。

陈明说，10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装扮”漂亮又
安全的猪场而忙碌，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沟头
井牧场暂时对外关闭，但把沟头井牧场打造成林中
一“景”，仍是陈明的目标。

阿乐 斌娜

普陀“沟头井”养猪场变身记

近日，在台州玉环市下礁门浅海水面上，竹
林成行，竹排错落有致，渔民们正在协力扦插毛
竹、置放竹排，准备养殖紫菜，“海上菜园”呈现出
一派忙碌的劳作场景。

近年来，玉环市加大沿海环境的治理与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明显，浅海水域的紫菜养
殖成为渔民转产转业的好途径。 吴达夫

“海上菜园”劳作忙

今年以来，台州三门县把早稻谷订单收购作为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工作来抓，敞开收购，应收尽
收，严把收购质量关，开展优质服务。截至 8月 31
日，全县共收购早稻谷 8517.06 吨，比去年增加
588.83吨，保质保量完成今年早稻谷订单收购工作。

为保质保量完成早稻订谷单收购工作，今年 6
月，三门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就组织人员，深入各
产粮乡镇调查了解种粮大户今年早稻种植和生长
情况，宣传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引导种粮大户调整
种植结构，扩大早稻种植面积，并与104户种粮大户
签订了早稻谷订单收购合同，做到应订尽订，实现
全县范围早稻谷订单全覆盖。收购前，该公司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在六敖、黄金坦和沿赤粮食储备库
设立了 3 个收购点，落实收购人员 60 多人，资金

3000万元，仓容22000多吨。建立收购机械作业生
产线4条，共计机械设备20台（套），检验仪器6台。
并对收购机械设备进行全面维护保养，储备库进行
检查打扫，消毒杀菌，达到绿色无虫害的要求。

同时，该公司切实做好早稻谷收购工作。从 7
月 16日开始收购，公司收购人员事先就到点到岗。
在收购中，各收购点做到敞开收购，严格执行国家
粮食收购政策和质价标准，严把质量关，一车一检，
公平定等，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不压级压价，切实
保护粮农利益。收购人员双休日不放假，加班加
点，延长收购时间，方便粮农售粮，受到粮农的好
评。8月30日，浦坝港镇种粮大户陈未水售粮后欣
喜地说：“国家对我们非常支持，奖励一年比一年
高。你们服务这样热情周到，我们真的非常感激。

尽管市场上价格高，但我依然把种植的稻谷全部卖
给国家。”

据介绍，今年该公司做好本县早稻谷订单收购
的同时，还增加工作量，给永嘉和黄岩在六敖和黄
金坦粮食储备库分别代收代储了6000吨和2000吨
早稻谷，帮助他们解决仓库不足的困难。

“今年我们实行早稻谷收购全覆盖，农户到各
收购点售粮，不管多少，全部收购进来。”三门县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经理陈寒还告诉笔者,“今年受台风
影响，农民种植的早稻有的倒在田里发芽了，我们
也将农民泥芽谷降一级，以每百公斤 246元收购进
来，分仓储备，作为调控粮，以上两者政府都同样给
予奖励，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朱曙光 陈洪民 林英报

今年收购早稻谷8517.06吨，比去年增加588.83吨

三门保质保量完成早稻订单收购工作

“这个农村家宴中心的菜品烹饪区、卸货间，都安装
了监控摄像头，实现了后厨原材料加工、烹饪、凉菜制
作、餐饮具消毒等环节视频可见，就餐者通过电子屏就
可以看到后厨操作的流程。”日前，在绍兴市柯桥区齐贤
街道陶里居委会家宴中心，柯桥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指着安装在就餐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介绍说。

前不久，齐贤街道陶里居委会和柯岩街道里庄村 2
个家宴中心完成了“阳光厨房”改造。至此，柯桥区
已有 60家农村家宴中心建成“阳光厨房”并接入一体
化平台，实现了后厨智慧升级、阳光可视等提升改
造，另有 33个新建项目正在抓紧实施中，计划在年底
内完成。

作为柯桥区十大民生实事工程之一，柯桥区今年将
建设农村家宴中心“阳光厨房”86家。为打造具有“柯
桥特质”的新型家宴中心，柯桥区政府专门出台《农村
家宴中心提档升级实施方案》，区级财政以70%的补贴额
度支持现有家宴中心更新、设施设备升级，对新建的家
宴中心主体建筑和设施设备分别给予最高90万元和30万
元不等的补助。另一方面，鼓励成立公司或引入第三方
提供家宴预订、食材配送、厨师管理等全链条一体化服
务。

“这个农村家宴中心厨房有4个摄像头，画面会实时
传至局里的餐饮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及监管软件上，一旦
发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远程喊话实时纠正。”在柯岩街
道里庄村家宴中心，柯桥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联
合执法队一位执法人员通过手机App查阅了后厨相关信
息和画面，据该执法人员介绍，“阳光厨房”智慧升级是
家宴中心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通过实现餐厨管理标
准化、数字化，为农村家宴中心建设发展提供了安全保
障。

“在严防死守下，疫情得到有效遏制。近段时间，除
了常规的婚丧嫁娶之外，剃头酒、满月酒、寿酒之类的
农村家宴数量及规模开始攀升，食品安全风险也随之增
加。”另据了解，通过数字赋能，柯桥区为农村家宴中心
厨师建立了“一户一档”信息，并录入省智慧餐饮信息
平台。同时，家宴举办人通过手机App以“一宴一档”
形式申报聚餐，上报每场聚餐的规模、地点、举办者等
信息，方便预防性检查指导工作的落实。 钟伟

柯桥
农村家宴中心建起“阳光厨房”

日前，笔者来到衢州开化县杨林镇华利家庭农场，看
到10余亩“福寿果”已挂满枝头，果子与小孩拳头一般大。

“福寿果”产自我国台湾，目前海南也有种植。“福寿果”既
可当水果生吃，口感像黄瓜一样微甜爽口，又可以加工成
酱制品或糖渍品。

据了解，该农场在开化农商银行贷款的支持下，于今
年1月从江西鄱阳购进“福寿果”种子，在杨林镇杨林村富
贵垄种植了12亩。预计今年可产“福寿果”50000个，已被
海南市场按3元一个提前订购。 齐振松 徐盛

开化成功引种“福寿果”

8月30日，杭州建德市大慈岩镇陈店村莲农趁着晴好
天气，忙于在庭院里翻晒一张张新鲜荷叶。入秋以来，该
镇不少莲农在种莲子时，除了采收莲子外，还将采摘的新
鲜荷叶进行晒干，用于中药和制茶等原材料，每公斤可卖7
元左右，多则每亩可增收五六百元，成了又一条增收好门
路。 宁文武

晒荷叶 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