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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 ， 热 浪 滚

滚。在镇海区庄市街道

永旺村倪家自然村靠中

官路一侧，施工人员正

在两幢民居里汗流浃背

地 施 工 。“ 这 是 我 的 房

子，正在进行外立面改

造和内部装修。工程完

工后，由街道和村里统

一 安 排 ， 租 给 相 关 企

业 。” 房 屋 主 人 兴 奋 地

说，“我们家每年又能多

一笔收入。”

当 前 ， 随 着 城 乡 融

合发展不断推进，农村

闲 置 用 房 数 量 逐 步 增

加，成为农村重要的可

利用资产。近些年，镇

海区不断探索闲置农房

激活新路径，以“社会+

集体+个人”模式，根据

农 房 地 理 位 置 等 特 点 ，

因 地 制 宜 ， 唤 醒 “ 沉

睡”资源，激活农村要

素市场。

“把激活闲置农房与

本地产业相结合，实现

农 产 品 就 地 就 近 变 商

品；把激活闲置农房与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实

现创建美丽乡村到经营

美丽乡村的转变；把激活

闲置农房与乡村旅游相

结合，有效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截至目前，镇海已

盘活农村闲置用房 1.2 万

平方米。”镇海区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说。

镇
海
如
何
盘
活
闲
置
农
房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微观察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今年蔬菜大丰收，大家挑样
子好的先采收。”8 月 5 日上午，在
位于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澄照乡
的浙江景岭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基
地里，10 余名畲族农民正在采摘辣
椒、冬瓜、黄瓜等新鲜蔬菜。接着，经
统 一 检 测 、打 包 ，这 些 标 有“ 景 宁
600”品牌的农产品坐着“飞柜经济”
专车，走上宁海百姓的餐桌。

“新鲜蔬菜在 12 小时内送到宁
海，同时运抵的还有香菇、木耳等
食用菌类商品。”景岭公司总经理
吴礼林表示，今年公司将扩大销售
种类，加推肉制品和高山蜂蜜。

海拔 600 米是影响农产品品质
的自然地理分界线。景宁畲族自治
县有 136 个村庄，其中 96 个村海拔
超过 600 米。“景宁 600”就是将全县
海拔 600 米以上村庄种植的农产品
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一个新平台。

“飞柜经济”是“山海协作”
工程驻景宁工作组的创新合作模

式，从 2018 年启动以来，已有 1600
余 万 元 的“ 景 宁 600”产 品 销 往 宁
海、温岭等对口合作县市，带动了千
余农户致富。而景岭公司作为主要
供货商与宁海开展“飞柜经济”合
作，在宁海设立 5 个销售点。目前，
景岭公司提供上门收购和农户到指
定网点统一收购等两种收购形式，
通过“蔬菜基地+收购网点+农产品
包装+产品配送”的模式，让“景宁
600”端上了宁海百姓的餐桌。

景宁的农产品通过“飞柜经
济”走俏，农民增收致富更有保
障。42 岁的吴鹏是景宁畲族自治
县大地乡郑公垟村的村民，去年通
过“飞柜经济”，在自家 10 亩荒地
上种上辣椒、四季豆，还养起了
羊，一年收入有 3 万元左右。“原
先在外打零工，东奔西跑找活干，
每个月收入只有 1000 元左右。”吴
鹏告诉笔者，去年 7 月，他通过乡
里牵线搭桥，联系上景岭公司，公
司给他提供了种子和一些资金，并
派出农技人员提供技术指导。

增收的不仅仅吴鹏一家。景宁

鹤溪街道半洋村村民陈仙平早在
2008 年就开始种植香菇，5 万余棒
的香菇是他家唯一的收入来源。由
于没有固定的收购商，他经常四处
奔波寻找销路。去年 6 月，景岭公司
到半洋村收购香菇，陈仙平才顺利
地搭上了“飞柜经济”的专车。景岭
公司对陈仙平承诺“种多少、收多
少”。尝到甜头的陈仙平扩大了香菇
种植规模，达到 8 万棒。“公司以每
公斤 10 元的价格收购，高出市场批
发价，收入至少翻了一番。”陈仙平
在城区买了新房，开上了新车，日子
过得越来越安稳、舒心。

景宁百姓喜欢吃海鲜，当地新
鲜海产品市场需求量大。为此，宁
海海鲜通过“飞柜经济”专车，走
上景宁家庭的餐桌，带动了宁海渔
民增收。

本月初，在宁海县圣猴果蔬专
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几名工人将刚
捕捞上来的青蟹、对虾等海产品打
包装车，准备发往景宁。“我们和
景岭公司在去年 8 月合作以来，销
售额超过 400 万元。”圣猴农产品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裘银芳说。就
这样，双方互设销售专柜，景宁田
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送到宁海，而
宁海的海鲜产品运抵景宁，实现农
渔资源互补，丰富了两地百姓的

“菜篮子”。

“‘飞柜经济’的发展，实现
了景宁和宁海两地农产品与市场资
源的调配互补，达到互惠共赢的目
标，这是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的生动实践。”宁海县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飞柜经济”，开辟“宁景”两地农民增收之路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史妮妮 檀小燕
实习生 方容儿

近日，象山天星汽配有限公
司工疗车间建成开工。经过岗前
培训，沈女士带着女儿小婷正式
上班了。

据了解，沈女士智力残疾三
级，小婷则是智力残疾二级。此
前，母女俩每月加起来仅有 405
元的重度护理补贴。

“ 现 在 我 们 周 一 到 周 五 上
班，周末休息。第一个月两人工
资总共有 3560 元，单位还为我
们 缴 纳 了 五 险 ， 真 是 太 高 兴
了。”原本沉默寡言的沈女士到
工疗车间上班后，每天除了在生
产车间认真组装汽配零部件，还
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平时，她积
极参加打乒乓球等团队活动，有
时候在跑步机上锻炼身体，感觉
生活不再那么孤独。而小婷的情
绪也更加稳定了，有时候高兴起
来蹦蹦跳跳，上周她还用自己赚
的钱买了一部手机。

安置一人，造福全家。自去
年以来，象山通过政府倡导、中
医医健集团三院院区和爱心企业
家合作参与，积极探索实施中轻
度智力、精神残疾人员工疗模
式，以工养残，以工代疗，增强
残疾人信心，走出一条帮助残疾
人就业增收的路子。

据悉，象山的文周服饰、和
信制药、宏强电气、天星汽配 4
家公司共投资 140 余万元，建立
了 4 个集就业、照料、康复于一体
的工疗车间。车间根据安全性能
高、操作简单等适合残疾人劳动
的原则，为他们提供服饰吊牌拆
装、模具装配、零部件安装、螺丝
筛选等多种务工岗位，成为服务
保障残疾人就业的“根据地”。

同时，为给残疾人职工“量
身”提供实用服务，工疗车间配
备十分齐全：设有独立生产车
间、休闲休息室、健身康复室、
独立餐厅、娱乐活动室、卫生医
务室、图书阅览室等多功能区
域，并安排专职管理人员和精神
科医生，为残疾人职工提供生活
照料、辅助性就业、康复治疗、
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让他们
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此外，工疗车间与每位残疾
人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他们缴
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
会保险，帮助残疾人职工融入社
会，实现自我价值。

32 岁的小付是中度精神残
疾患者，原来身形肥胖，性格自
卑内向，加上父亲过世，导致他
长期处于精神抑郁状态。去年 9
月 3 日，他来到和信制药工疗车
间工作，负责简单零部件安装。

在集体生活影响下，小付慢
慢变得开朗自信，不仅平日抽烟
少了，还积极打扫卫生，体重也
逐渐恢复正常。“以前儿子在家
需要看护，我无法脱身去上班。
自从他去了工疗车间，不仅得到
悉心照料，还能上班拿工资，逐
渐走出了生活阴霾。”对此，小
付母亲刘女士松了口气，还能腾
出更多时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生活透进了阳光。

据了解，和信制药工疗车间
不仅为 40 名残疾人职工提供就
业岗位、上下班接送、免费午餐、
专职医生服务外，还组织他们参
加运动会、户外秋游、观看爱国电
影、残健共融聚餐等活动。

截至目前，象山 4 家工疗车
间已安置 144 名法定就业年龄段
的中轻度智力、精神残疾人就
业，每人每月享受不低于 1660
元的最低工资待遇。“下一步，
每个工疗车间准备成立残疾人文
艺队，进一步丰富他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同时，均衡区域布局，打
造更多的工疗车间惠及残疾人，
让他们的生活底色越来越亮。”象
山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象山：
工疗车间托起
残疾人“幸福梦”

残疾人职工在天星汽配工疗
车间工作。（王惠玲 沈孙晖 摄）

图为在浙江景岭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畲族农民挑选新鲜蔬菜。
（徐铭怿 摄）

高翘的飞檐、老旧的木板门、雕
花的窗棂⋯⋯骑马墙层层垒上，屋
檐下红灯笼高挂，行走在澥浦镇郑
氏十七房景区的古旧巷弄和深深庭
院间，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十七房是镇海盘活闲置农村用
房的‘先行者’，通过有组织、有规模
地保护性开发老宅，实现了富民强
村。”澥浦镇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多年前，十七房村的老宅日渐破
败，而且存在不少安全隐患。2014 年
开始，镇海引入开元旅业集团实施

“村景融合”战略，从十七房村民手中

租赁“四水归堂”等明清建筑 20 余
幢，建成明清古街、演艺广场和民宿
餐饮等配套服务区。“老宅得到修缮，
焕发了新的生机，古井、古树等资源
也得到利用。”澥浦镇该负责人介绍。

一着妙棋，下活全盘。如今，郑氏
十七房景区成为省级文化保护区、国
家 4A 级景区，也是目前国内保存较
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之一。目前，
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年
营收近3000万元。

原先居住在老宅中的村民，在
村庄新规划建设的新村里住上了农

民公寓，不少人还在十七房景区里
找到了工作。“目前，30 多名十七房
村民在景区工作。随着景区业态的
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就业机
会越来越多，更多的村民过上了一
种一边拿‘租金’一边拿‘薪金’的生
活。”澥浦镇相关工作人员说。

“十七房的实践表明，推行市场
化、商业化合作开发模式，引进工商
资本参与闲置农房再开发、再利用，
进行‘腾笼换鸟’，是实现村强民富
的有效途径。”镇海区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说。

工商资本参与开发工商资本参与开发 村庄实现“腾笼换鸟”

除了引进工商资本参与开发运营
和村集体流转之外，镇海还鼓励村民
利用闲置农房经营农家乐和民宿等。

九龙湖镇秦山村位于九龙湖风
景旅游区内，村庄依山而建、水库众
多，生态优势突出，之前是一个默默
无闻的山区经济薄弱村。

2017 年起，借力全域旅游发展
的春风，秦山村美化农居庭院，建设
临湖书吧、插花基地等项目，改善沿
路沿线和溪坑环境，打造出“秦山美
学村”。

借助旺盛的人气，本村村民利
用闲置农房发展乡间民宿，或与社
会企业联动共建高端民宿，形成由

“高端引领+村民自营”多种业态组
成的市郊中高端民宿集聚区，把生
态红利转化成经济红利。

高端连锁民宿溪山行旅看中了
这里的秀山丽水，租赁农民闲置的
房屋共 300 余平方米，投入 600 余万
元提升改造，建成集驿站、茶舍、乡
村美食工坊于一体的民宿。“20 年的
租金有 80 万元，还提升了老房子的
颜值。”农房主人说。

更多的秦山人改造自己的农房，
经营起民宿或农家乐。目前，秦山村有
农家乐和民宿16家，共有床位154张。

在九龙湖镇横溪村，村民利用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纷纷利用自

己的房子经营农家乐，该村成为我
市知名的农家乐集聚村。

“闲置农房是乡村振兴中的宝贵
资产。激活农村大量闲置农房资产，是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需要，更是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
举措，在缓解经济发展与资金、资源
等生产发展要素供应不足矛盾中起
着重要作用。”镇海区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说，“排摸发现，镇海尚有闲置农
房近3万平方米。下一步，我们将推进
农房资源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文创
科创等产业融合发展，使得盘活闲置
农房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村民经营休闲产业村民经营休闲产业 成为重要增收资产

“我们的目标是把永旺村建设
成为都市后花园。”庄市街道永旺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周珏坤告诉笔
者。

永旺村位于“城郊十园之草木
光明”核心区，临近人才涌动的甬江
科创大走廊和中官路创业创新大
街，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极为优越。

“我们村的花海已经小有名气，成为
都市人举家郊游的网红打卡点，但
如何把优越的环境转化为发展的优
势，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周珏
坤说。

去年起，永旺村把倪家自然村
41 户的闲置农房统一流转，进行改
造提升。同时，对周边环境和基础设

施进行整治，实施道路“白改黑”工
程、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停车场改造
和南入口景观门头建设等项目，提
升片区整体形象和功能。

“流转村民闲置农房的想法，源
于多年前流转土地尝到的甜头。”周
珏坤说，那时候，村民的土地零星租
出去，不但收益低，而且造成环境脏
乱差，更重要的是，形成不了有竞争
力的产业。“村里将流转的土地出租
给有实力的经营户，建起精品果园，
效益提升了，环境变好了，村里还成
了远近闻名的‘果园’。”周珏坤说。

如今，流转土地统一经营的模
式复制到闲置农房上。闲置农房经
过改造后，永旺村计划引入科创、文

创企业和各类设计工作室，发展休
闲、度假、养老等服务产业和特色产
业经济。近期，镇海相关职能部门和
庄市街道正与社会企业、运营团队
联系，为租赁双方精准对接提供“点
对点”服务。

周珏坤和笔者算了一笔账，“之
前，村民自己租出去，每月租金大概
在每平方米 15 元。统一流转后，租给
文创和科创企业，每平方米月租金
可提高到 18 元至 25 元。”更重要的
是，引进文创和科创企业，带来的人
流可带动农家乐、民宿等休闲产业
的发展。“环境好了，产业更强了，人
口素质高了，一举多得。”村民对这
个项目充满期待。

村庄统一流转经营村庄统一流转经营 闲置农房实现“变身”

记 者 何 峰
镇海区委报道组 倪寅初
通讯员 吴东鑫

九龙湖镇秦山村的“秦桥怡梦”民宿。（何峰 摄）

永旺村计划流转出租的闲置农房。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