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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走进长濂村， 习近平

兴致浓厚地参观了这座三
进三间结构的院落式明清
古建筑， 还登上刚刚修复
完成的施茶亭， 远望长濂
村全景。 听着长濂村的文
化历史和未来规划发展 ，
习近平对一旁的村支书郑
宗长说 ：“古老就是财富 ，
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古建
筑，体现特色，发挥资源优
势， 发展旅游业带动村民
致富。 ”

———摘 自 2006 年 7
月 31 日《丽水日报》

新闻+
丽水是“中国生态

第一市”，森林覆盖率达
81.7%，生态环境状况指
数已连续 15 年位居全省
第一、全国领先。 十多年
来，在“两山”理念的指
引下， 丽水市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实现了
生态和经济协同较快发
展。 中国社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显示， 丽水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为 4672.89 亿元。

“两山”理念在丽水
的生动实践， 精神源泉
和不竭动力是浙西南革
命精神。 今年全市有
9600 余个基层党组织开
展了弘扬践行浙西南革
命精神主题活动， 覆盖
17.5 万名党员干部，用
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丽
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

□ 记者 黄俊剑

“七尖八坪九曲水， 一楼二庙十三
亭”，青山环抱下的遂昌县云峰街道长濂
村满眼绿意， 村口的鞍山书院为这个千
年古村增添了浓厚的书卷气息。

“村里的文化街区项目竣工了，正在
做边坡治理，我刚去转了转。 ”8 月 4 日，
记者一入村， 长濂村党支部书记张黎明
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忙了一上午，他的衬
衫湿了，额头缀满汗珠。

张黎明是一个月前接过村党支部书
记的担子，成为 20 年来村里的第 3 位村
支书。 这 20 年，在村两委的带领下，长濂
村从“又臭又穷”的“猪粪村”，变成人均
纯收入 1.9 万元的“幸福村”。 张黎明说，
现在又赶上了全域旅游的“头班车”，他
要带着村民打造“4A 极品村”。

告别“猪粪村”

“猪儿满地跑，苍蝇满天飞，一不小
心就会踩到猪粪，那时真是臭名远扬。 全
县的女孩，谁都不想嫁到长濂来。 ”老支
书郑根贤动情地讲述起了长濂村的“变
迁史”。 1999 年，他走马上任，“猪粪”成了
村党支部开会研究的头等大事。

“要摘帽，要除粪，党员要带好头。 ”
村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 要求每个党员
干部带头行动，先从亲戚家属“开刀”，全
面实行圈养。“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猪都
是放养的，突然让村民圈养，大家都很不
习惯，顿时全村就‘炸’开了锅，我们就挨
家挨户去做工作。 ”村里实行门前卫生承
包制， 每个党员都认领了一个保洁责任
区，还成立保洁队打扫卫生，定期检查农
户的卫生状况。 很快， 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

2003 年，村党支部因势利导，投入 30
多万元，聘请了浙江大学设计院的专家，
对全村进行长远规划， 农房外立面也进
行了统一设计。 又投入 600 多万元，完善
了村里的供水、排污、道路等基础设施，
新建了便民中心、健身广场、停车场，村
容村貌再次升级。

环境变美了，要守住“颜值”却不容
易。“村民没其他收入，只好砍树卖钱。 ”
郑根贤说，为了刹住这股砍树风，在村党
支部的牵头下，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决
定以村集体和村民入股的形式成立长濂
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建起了遂昌第一个
村级工业园区。

长濂村临近高速路口东站，背靠元立
集团、利民化工等大型企业，地理位置优
越， 有多家企业有意购买长濂村的土地

建厂房。 村两委当即拍板“只租不卖”，将
4 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企业，每年租
金近 300 万元。 原先在田间地头劳动的
农民进入企业上班，成了名副其实的“产
业工人”。

“不仅能照顾到家人，每个月的收入
也不错，和城里白领没什么两样。 ”村民
郑樟衡笑着说， 职高毕业后他便进入了
元立集团工作， 比起背井离乡打拼的同
学，幸福感倍增。

“收入稳定了，大伙儿再也不动砍树
的心思了，绿色发展的心终于定了下来，
‘猪粪村’的名号再也回不来了。 ”郑根贤
说。

迈步“幸福村”

“长濂村的翻身故事，一句话可以概
括———‘党旗引领幸福路’。 ”2005 年，郑
宗长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他决定利用这
片好山水让村民富起来。“我们不能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但也不能守着青山
绿水一动不动。 村里要多些自己的产业，
而且是不冒烟的产业。 ”

长濂村是座千年古村，有鞍山书院、
郑氏宗祠等十多处景点。 郑宗长说，村党
支部经过反复商讨， 决定成立长濂旅游
开发公司， 除山地外， 村民家中的古门
窗、古董、民俗物品、苗木、盆景等都可以
作价入股。

郑宗华是第一批入股的村民之一，当
年入股的本金如今已经翻了三倍以上。
如今他还在公司里管基建， 每月工资
6000 元。 原本在家带孩子的村民徐秋英
看中了村里的旅游前景， 成为村里最早
开农家乐的业主之一。 她开办之初的
5000 元装潢资金是村里一次性奖励的，4
间客房、10 个床位，每年能带来七八万元
的纯收入。

尝到甜头的村民，对村两委班子越来
越有信心。 此后，村里又以村集体名义筹
资开发建设了鞍山书院、月洞家风、明清
古建筑一条街等景点。 其中，仅鞍山书院
农家乐一项，年旅游综合营业额达 900 余
万元。 这几年， 村里每年都有新项目上
马，一年一个样。

2011 年， 郑宗长又带领村两委新建
了 1.6 万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区，租给企业
后每年可获得 200 多万元租金， 为村集
体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2016 年 11 月，长
濂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国家拨款 300 万元用于村落保护， 村中

的老建筑都成了“宝贝”。
郑宗长说，村里还实行党员包干帮扶重

点户制度，36 名党员每人认领联系 10 多户
农户，在党员帮扶下，15 户低收入农户走上
了小康路。

翻开长濂村的“幸福账本”，村民的腰包
越来越鼓， 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 1998
年，长濂村村集体收入只有 31 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 3300 元。 到 2018 年，村集体收入
达到了 350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19069
元，翻了好几番。

憧憬“极品村”

“幸福路上一个不少，幸福生活永不停
步。 ”一个月前，和郑宗长搭档了六七年的张
黎明接过了“接力棒”。

现在，他每天都要在村里的各个角落转
转。“那片刚刷白的墙有些单调，要尽快把它
打造成文化墙。”每次“巡街”，张黎明都能发
现一些问题， 然后马上想办法解决。“今年
10 月前，村里的整治提升工程要基本完工，
到时候，长濂又要脱胎换骨了。 ”张黎明说，
在他的蓝图里，要把长濂村打造成当代特色
“4A 极品村”。

5 公里外， 就是 4A 级景区遂昌金矿国
家矿山公园。 今年 7 月底，遂昌黄金省级旅
游度假区发展中心成立，长濂村就坐落在度
假区的核心地块。“和金矿离得这么近，可以
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村里的好生态和文化资
源，也是一座金矿，要好好挖掘。 ”张黎明整
天琢磨着怎么融入全域旅游这盘大棋，这段
时间正忙着对接。

“现在我们村里正在挖掘大明市井文
化， 打造 4A 级景区， 到时高等级景区建成
了，游客量将大大提升，大伙在家门口就能
赚到钱，真正吃上旅游饭。”张黎明说，最近，
占地 43 亩的古民居文化街区项目通过了竣
工验收，62 幢明代风格的建筑和古色古香
的村貌完美融合。今后，这里将打造成“吃住
玩行”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文化街区要和长濂古村、大明文化园、
鞍山书院这些村里的资源整合在一起。要想
融入全域旅游， 我们村里要先整体规划，让
长濂旅游进入 3.0 版。 ”张黎明说，怎么激活
这片文化街区， 是他上任后最上心的一件
事。前几天，在他的努力下，原本在遂昌县城
开根雕店的谢申明作为第一家正式入驻的
商户。

“村里一个研学项目也马上出炉，到时
候我们村的状元文化、农耕文化也都可以卖
钱，村民的生活将更上一层楼。 ”张黎明说。

在“中国生态第一市”丽水，三任村支书合奏的“长濂乐章”融入处州大地“红绿”融合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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