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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刚刚谢幕，中考又鸣锣
登场。 6 月 11 日上午， 开化县
2018 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今
年我县中考报名人数为 2955 人
（因创新班录取 113人， 实际参
加中考人数为 2842 人），比去年
增加了 71 人。

我县分设 7个考点共 99 个
考场。 在两天时间里，他们将参
加语文、数学、科学等五门文化
科目的考试。
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 余利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方晓璐 通
讯员 杨清韵） 嗡嗡嗡……6 月
4 日上午，记者走进长虹乡虹桥
村长川自然村村民肖光成家屋
后的蜜蜂养殖场，只见在郁郁葱
葱的小树林下，160 多个形状各
异的蜂桶整齐地一字排开，沿着
小山丘成梯字形层层分布，虽然
天下着毛毛雨，但是仍有蜜蜂抖
动着翅膀， 沿着蜂桶边钻进钻
出。 为避免蜂桶风吹雨淋，肖光
成还贴心地给每一个蜂桶都盖
上了遮挡油纸布和瓦片。

肖光成今年 72 岁，9 岁就
接触蜜蜂，和蜜蜂打了一辈子的
交道， 自学成了养蜂的行家里
手。“以前我在外面给人打工，辛
辛苦苦一天 80 块， 一年 365 天
天天干，一年下来才 3万块钱。”
肖光成告诉记者，养蜂时间自由
又轻松，这不，今年清明节前割

了 340 多斤蜜，以每斤 120 元的
价格销往杭州、温州、上海等地，
卖出了一大半，赚了将近 3 万块
钱。“每个月还有养老金，自己养
活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也给子
女减轻些负担。 ”

“长虹乡几乎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都会养殖两三桶蜂，取蜜供
自己食用，像老肖这样留守在家
中又具备养蜂技能的老人就占
了一半。 ”长虹乡副乡长邱志涛
介绍，长虹境内山清水秀，森林
覆盖率高达 85.1%， 山林面积
17.82万亩，生态资源禀赋。当前
中蜂产业作为我县推动低收入
群众增收和山区精准扶贫的主
攻方向，长虹乡发展中蜂产业前
景十分广阔。

据悉， 长虹现有养殖大户
15 户，饲养量 1500 余群，但在
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上发展

缺少方法。“我们正在鼓励低收
入农户积极发展中蜂养殖业，先
发展 2 户养殖大户，通过大户带
散户的模式，推动全乡中蜂养殖
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全乡全年新
增中蜂饲养 660 群的目标，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 提起长虹乡中
蜂产业的未来和方向，邱志涛信
心满满。 他告诉记者，接下来准
备成立长虹乡养蜂协会，促使蜂
农由“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
展”，既能提高养蜂技术水平，又
能保证产品质量，产品实行统一
品牌集中销售； 加大品牌宣传，
将长虹特色蜂产品作为旅游产
品进行推介；等到产业发展形成
一定规模后，还可开发除蜂蜜外
的蜂王浆、蜂胶、蜂蜡等产品，拉
长产业链条，使中蜂产业成为国
家级 4A 景区———七彩长虹又
一张金名片。

本报讯 （记者 刘祺然 通
讯员 姚梅花） 为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连日来，池淮镇坚
持抓住村干部“关键少数”，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高速度、高
标准、全覆盖推进“厕所革命”。
池淮镇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 全镇共排出旱厕 620 个，已
拆除 450 个，共 3555 平方米，拆
除率达 72.5%。

在全力推进“厕所革命”中，
池淮镇积极开展整治工作大比
拼“擂台赛”，发挥“模范代表三
带头”作用，实时公布拆除进度
表，让村干部带头拆、党员带头
拆、村民代表带头拆。同时，与群

众细算改厕的健康效益和环保
效益，培育群众文明、健康、向上
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变“要
我改”为“我要改”。 全镇各村结
合国家卫生镇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县创建等工作，因地制宜在学
校、文化礼堂、停车厂等人群集
聚点建设、提升生态公厕，破解
公厕数量少、布局不合理、卫生
条件差等难题。池淮镇政府工作
人员相告，截至目前，全镇 48 个
生态公厕运维正常，9 个生态公
厕建设已完成规划选址，改建厕
所 26个，已全部落实到村。玉坑
村毛家自然村原并排 5 个旱厕
共 70 多平方米， 拆后建成了生

态公厕。
此外， 为使“厕所革命”

深入推进， 生态公厕改建到位，
池淮镇成立了由镇干部和村主
职干部组成的 4 个片区“无旱
厕村” 验收专班， 由村集体提
出验收申请， 经“厕所革命”
专班小组备案后， 随机排出验
收组交叉验收， 验收厕所拆除、
公厕建设、 提升改造等情况，
确保旱厕拆除到位。 池淮镇政
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
潭头 、 爱国等 9 个村已完成
“无旱厕村” 验收。

本报讯 （记者 胡萍 通
讯员 郑建平 丰韵音） 近日，
大溪边乡举行高粱高产种植
技术培训，专门邀请县农作站
高级农艺师方屹豪等为全乡
各村支书、主任、种植大户等
共 60 多名群众传经送宝，拉
开了该乡今年创建红高粱小
镇的序幕。

大溪边乡以上安村为主
种植的高粱经过 3年的发展，
种植面积现已超过 800亩、产
量 400 吨，高粱酒产值 760万
元，迅速成为农民增收的“网
红”产业。

“除了酿酒， 红高粱还是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近几年年
均吸引游客量约 2万人次，上
安村及周边的墩南、大坞口等
村已发展出民宿（农家乐）26
家，产生旅游经济效益约 100
万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
自觉地参与进来，把高粱产业
做大做强已成为全乡干部群
众的共识。 ”大溪边乡党委书
记姜美鸿相告，通过前期大量
走访和调研，最终提出了打造
红高粱小镇的设想。红高粱小
镇是以乡政府所在地的墩

南-上安小集镇为中心，向大
溪边村拓展，共约 3.4 平方公
里“1+X”产业发展计划。 即：
以高粱为主题， 有序发展香
榧、清水鱼、中药材、油茶等，
培育长短结合、 种养结合、产
销一体的产业格局。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高粱种植规模 ， 力争达到
2500 亩。 按照种赏结合的要
求引进新品种、 设计高粱景
观。提升红高粱酒加工技术和
产能， 提高酒质、 口感； 少
卖新酒多卖陈酒， 新建储藏
十万斤红高粱酒的酒窖； 开
发高粱馃、 高粱饭等系列产
品， 延长产业链。” 姜美鸿介
绍，围绕“三年打基础、五年见
成效、十年大变样” 的总体目
标， 乡里还将结合美丽集镇
建设工程、 上安梯田 3A 景
区、 清水鱼大峡谷、 千亩香
榧基地等建设， 加强规划引
领、 项目拉动、 产业带动、
组织推动， 实现社会管理平
稳有序、 公共服务基本完善、
生态环境明显提升、创业环境
明显改善的基本目标。

本报讯 （记者 王燕珍）
走进马金溪畔的音坑乡下淤
村， 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馆映
入眼帘， 浓浓的咖啡味随风飘
散，吸引了不少游客静坐此间，
一边品味咖啡一边欣赏风景。

咖啡馆的主人张长才是
位 80 后，2011 年离开家乡开
化闯荡杭州， 从事过计算机、
建筑等行业， 经过多年的打
拼， 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
源。 然而，一次普通的家庭乡
村游让他毅然放弃了杭州的
一切回乡发展。 今年春节，他
带着妻儿来下淤村游玩，烧烤
园、游船等丰富多彩的娱乐设
施让他惊讶不已。 他告诉记
者， 多年前他也曾来过下淤
村，当时的基础设施还比较简
陋，没想到多年后，不仅环境
愈发优美，基础设施也得到了
改善提升，农家乐兴起、乡村
旅游亦是日渐兴旺。

“虽然每年都回家过春
节，但那股浓烈的乡愁总令人

魂牵梦萦。 ”张长才话中透露
出一丝伤感。 他告诉记者，长
期在异地发展的他，一直心系
家乡，当他看到家乡翻天覆地
的变化时，回乡的信念更加坚
定。 于是，他主动联系了村里
的负责人， 将 2015年就建好
却长期闲置占地 300 多平方
的休息厅租用了下来，经过整
修后取名为“开化依畔一半咖
啡馆”开张试营业。

“我希望能将传统与时尚
相结合， 既能吸引外来游客，
又能让当地的年轻人感受时
尚的元素。 ”张长才很清楚自
己的创业定位。或是对自己的
设计不满，或是觉得氛围营造
还不够，这两天，他正紧锣密
鼓地重新设计。 预计 2 个月
后，“开化依畔一半咖啡馆”将
以全新的面貌开张迎客。 此
外， 他还准备总投资 500 多
万，进一步绿化外围，建成清
吧、酒吧等设施，将下淤村打
造成青年人的旅游天堂。

精准帮扶 长虹目光对准“甜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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