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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全市低收
入农户到 2017年人均纯收入要比 5年前
翻一番，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全面覆盖，低
收入农户劳动力实现普遍就业——浙江
温州市近日启动新一轮低收入农户收入倍
增计划，并提出“授人以渔”的新思路。

据介绍，温州市 2013 年新一轮认
定 的 低 收 入 农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是 6457
元，比上年增长了 15.9%。但从整个温
州来说，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增速

也在下降。为此，该市新一轮低收入农
户收入倍增计划将重点放在切实提高欠
发达地区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
自我脱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上。

据了解，这个新 《计划》 的帮助对
象，包括温州市 11个县 （市、区） 中的
泰顺等 6个县 2010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4600 元(2012 年 5500 元)的低收入农户
和 扶 贫 重 点 村 ， 以 及 鹿 城 等 5 个 区

（市） 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 年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7500元的低收入农户和
扶贫重点村。按照计划，到2017年泰顺
等 6 个县的低收入农户年均收入目标要
达到 10000 元以上，而其他区 （市） 要
达到11000元以上。

据悉，温州市还将继续在欠发达地
区有针对性地建立科技示范基地、派遣
科技特派员、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等，培育一批具有扶贫功能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到 2017 年，要创建扶贫

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200 家以
上、扶贫创业就业中心 100 家以上。同
时，推进来料加工业扩面提质，支持低
收入农户因地制宜创办家庭工业。而对
于高山远山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及
重点水库库区的群众，温州将实施搬迁
扶贫。下一步，温州还要继续开展市本
级挂钩帮扶活动，推进家庭经营、集体
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
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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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届 怀 来 黄 杏 采 摘 节 开 幕

本报讯 记者杨开新报道：日前，第七届官厅石片黄
杏 采 摘 节 在 河 北 省 怀 来 县 开 幕 。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7 月
19 日。

近年来，怀来县官厅镇石片村黄杏产业实现了从种
植、销售向加工、集散转变，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目前，
当地杏产业带黄杏种植面积达 5500 亩，年产黄杏 80 万
斤，每年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增收 2000 多元。

贵 州 启 动 扶 贫 开 发 大 讲 堂 活 动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由周培源基金会、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支持，民建贵州省委主办的“扶贫开
发大讲堂”系列活动日前在贵阳启动。

启动仪式上，贵州省大地公益基金会向民建中央中
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

据悉，扶贫开发大讲堂旨在发挥民建联系经济界的
优势，通过专家、学者举办讲座等形式，宣传、推进扶贫
开发，进行扶贫开发培训。

京 杭 大 运 河 旅 游 推 广 联 盟 成 立

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金敏丹报道：京杭大运
河成功申遗之后，运河沿线的 6 省 18 个城市近日在杭州
联合成立“旅游推广联盟”，旨在打造一条全新的世界级
精品旅游线，进一步开发与保护京杭大运河。

“旅游推广联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嘉兴、杭州等
城市。杭州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沿线城市将推出市
场吸引力强的国际旅游专线，提升大运河城市旅游整体
形象。

传 真

长 沙 第 六 届 浏 阳 河 漂 流 节 开 幕

本报讯 记者刘麟报道：以“夏·清凉——美丽浏阳
等你来”为主题的湖南长沙第六届浏阳河漂流节日前
开幕。

本届浏阳河漂流节共有十二大主题活动，包括“浏
阳漂流·七大线路任我行”、“世界杯·在长沙最高峰看
比赛”、“音乐季·大围山避暑音乐盛会”等。本届漂流
节将引领浏阳夏季旅游的高峰，推动“美丽浏阳”品牌
的深入。

驱车前往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农科
村，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两边，记者
看到一栋栋琉璃瓦屋顶的农家小楼掩
映 在 绿 树 鲜 花 中 。 碧 天 绿 水 抱 林 盘 ，
小镇风景嵌田园——这是农科村给人
的第一感受，这个绿化覆盖面积高达
85%以上的村子在夏日的细雨中更是美
得像诗一样。

进村后，记者首先来到了观景楼农
家 乐 ， 这 里 的 老 板 是 村 支 书 宗 竹 林 。
在他眼中，打响农科村名气的首张名
片非园艺种植莫属。

“改革开放后，村子里就开始种花
卉，到了 90 年代中期，从全国各地慕
名来买花的人越来越多。”宗竹林告诉
记 者 ， 最 初 村 民 们 觉 得 来 者 都 是 客 ，
吃住全免费，后来经济观念强了，便
在吃饭、住宿上面做起了文章，农家
乐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一、三产
业结合以后，游客就更多了。现在年
接 待 人 数 已 经 超 过 了 100 万 。”宗竹
林说。

记 者 了 解 到 ， 农 科 村 面 积 仅 有

2.6 平 方 公 里 ， 人 们 是 冲 着 这 里 的 生
态环境来的，这个村同时享有“中国
农 家 乐 第 一 村 ” 和 “ 中 国 盆 景 之 乡 ”
称号。

其实，农科村的生态建设之路并非
走得一帆风顺，这还得从村里的第一
条水泥路说起。

1992 年以前，村里的小道晴天扬
尘、雨天泥泞，村民背着装满花木的
背篓进一趟县里的市场，来回需要近
一天时间。当年，村干部宗竹林用争
取来的资金，硬化了村里出村的一公
里主干道。

这短短一公里路，为村民们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此后，来到农科村的花
木商人越来越多，一辆辆大卡车直接
开到了村民的苗圃外。“卖了栽、栽了
卖，我们不仅注重数量，更是看重质
量 。” 宗 竹 林 说 ， 农 科 村 变 得 绿 树 成
荫、花木成片，曾经的谋生工具无意
中 为 农 科 村 的 生 态 建 设 增 添 了 点 睛
一笔。

花木苗圃产业的发展吸引的不仅是
前来洽谈生意的商人，还有络绎不绝
的游客。人们来到这里赏花观树，呼
吸新鲜空气，也愿意品尝地道的农家
菜。1995 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户打

开家门，热情接待八方来客，家家户
户都办起了农家乐。

“观景楼”、“雅园”、“茂园”，每
座农家小院都有雅致的名号，处处盆
景，棵棵奇树，每个庭院都有幽静小
径相通。

不难看出，农科村走出了一条生态
发展之路，给人们提供回归自然、享
受自然的乐趣，人人都在尽责守护这
片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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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村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
位居成都平原中部，全村面积2.6平
方公里，人口2300余人，花卉苗木种
植面积2300余亩。农科村依靠花卉、
盆景种植发展农业旅游，实现一、三产
业良性互动，年接待游客100余万人
次，被授予“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
称号。

农科村徐家大院农家乐。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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