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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1994 年，王辉开始担任村干部，2005 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从 31
岁开始，王辉就一心扑在了村庄建设上，将一个长期没有集体经济的偏远
小山村，建设成宜业宜居、美丽富饶的现代化新农村。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偏远山村焕发新颜

我刚当选村支书的时候，周扎村还是一个贫

穷、落后的红色小山村，全村常住人口不到 500人，

土地闲置，农地荒废，村集体经济长期为零。当时

村里没有会议室，我们只能把村里闲置的旧学校

改成会议室，学校很破旧，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会议室里东一个脸盆、西一个水桶，

我们经常找不到一个坐下来的地方。

说实话，刚上任的时候压力很大，那时村里只

有一段 200 米的水泥路，其余的都是泥土路，一到

雨天就十分泥泞，同时村里的卫生环境也不好。

我迫切地想改善家乡的面貌，经过长期的思考和

讨论，我决定先从村庄的环境入手。于是我带领

村民进行环境整治，并且慢慢地将一段段泥土路

改造成水泥路。

在 2019年底前，村里危旧房、乱搭乱建都已全

部拆除、乱堆放也已清理干净，原来猪圈和露天粪

缸变成现在的一个个小花坛，村庄卫生环境有了

好几个台阶的提升。

村庄的发展还要善于借势。借着“山海协作”

的东风，周扎村和中石化镇海炼化公司结对，我们

“打着算盘”用好每一笔扶贫资金，因地制宜引进

了几个项目，让周扎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周扎村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我们在村里修建

了一条 1000 米长的防洪堤，进一步提升了村庄的

环境设施。一方面村民有了休闲娱乐的地方，另

一方面也能为游客提供一个落脚的好去处。

一直以来，周扎村的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看到

其 他 村 庄 发 展 得 越 来 越 好 ，我 心 里 非 常 着 急 。

2019年，我利用自己多年种植水果的经验，为村里

引进了 30亩的樱桃采摘园项目。同时还在防洪堤

上修建了葡萄长廊，满足旅客观光采摘的需求。

几个项目前期资金不足，我向朋友借了 100万元填

补资金的空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 年，村集体开始创收，

2021 年总收入 47.84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到

33.86万元。

红绿融合发展，致富道路越走越宽

双溪口乡是有名的革命老区堡垒乡，我们周

扎村是革命老区村。近年来，我们结合红色资源，

走绿色发展的经济振兴之路，极大地改善了村里

的环境设施，很多人说这几年村里日新月异。

我们村里有一位乡贤热衷于军品收集，他有

意将这些收藏带回村里，当时村里的祠堂刚好修

缮完毕，于是我们就建了缙云县首家民间军品收

藏馆。军品收藏馆内展品数量达 3000 余件，主要

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到 80年代，海军、陆军、空军、

通信、光学五个方面，枪支（仿）、肩章、胸章、坦克

潜望镜、老式望远镜等相关军品。军品收藏馆吸

引了各地各单位游客在鲜活军品中感受激情岁

月，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超 2万人次。

周扎村还是官路之战旧址，接下来我们准备

修缮旧址，在此修建烈士陵园，进一步提升村里的

红色文化内涵。同时，我们计划将官路之战旧址

和军品收藏馆串联起来，打造一条 500米红色旅游

风情路线，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的品位。

村子发展好了，村民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

益。如今村里的红色旅游观光、樱桃采摘园等项

目吸引了众多游客，村里也将老加工厂承包出去，

开出了全乡第一家农家乐，村集体每年还多了 6万

元的收入。

同时村集体合作社还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模式，开创“5+4+1”模

式，以“50%村集体收入，40%全村村民分红，10%
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对村民土地进行流转合并，

用于樱桃基地、农家乐、农博园等项目建设。村民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成为“股东”，并拿到了数百元

到一千多元不等的分红。

此外，村民还能参与村里的项目建设，获得一

定的工资收入。我们每天都会公布用工情况，优

先给村里的低边低保户分配工作，提高他们的收

入，去年还有两位村民因此摘了“低保户”的帽子。

梧桐盛开，凤凰自来。自从村里基础建设跟

上了，好项目也主动找上了我们。目前，村里正在

建设集民宿、农家乐、体育设施等“农旅一体化”的

农博园，一期项目预计明年对外营业。二期项目

计划打造山地卡丁车等年轻新潮的文旅项目，进

一步吸引年轻游客。

这几年，看着村子越来越美，产业发展越来越

好，我浑身上下充满干劲。还有好些年轻人跟我

说，等农博园建好了，他们也想回乡开民宿。有了

年轻人的加入，我可以慢慢卸下身上的担子，相信

他们一定会接力将村庄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继

续带领村民奔向共同富裕。

缙云县双溪口乡周扎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自述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郑如飞 整理

■“红绿融合·共富有我”系列自述报道

缙云县双溪口乡周扎村党支部书记王辉：

讲述集体经济从零到近五十万元的“跨越”

□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夏灵敏 舒旭影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上午，“六月青田杨

梅红”2022 年青田杨梅推荐系列活动开幕

仪式在青田县三溪口街道白浦杨梅文化广

场举行。现场，青田杨梅举行了海外首发

仪式。

在侨乡农品城中央冷链冷库的全冷链

杨梅车间里，工作人员身穿工作服，戴着手

套、口罩，对当天采摘的杨梅进行预冷抽

湿、挑拣称重、密封包装等一系列工序，每

一盒杨梅都穿上了层层“外衣”，将开启越

洋之旅。

据了解，这是青田今年首批次出口海

外的杨梅，共计 78 箱 1 吨重。这批杨梅将

在当晚全冷链运输到上海机场，将以最快

的速度抵达马德里。

记者了解到，青田杨梅的欧洲批发价

大概是每公斤 100 元人民币，购买群体还

是以青田华侨华人为主。青田中智物产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计划出口 100
吨青田杨梅，主要发往新加坡、西班牙、意

大利、迪拜等 15 个国家，比去年 12 个国家

有所增加，让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品尝到

青田杨梅的好味道。

开幕式还举行了 2022 年“青田十大精

品杨梅”的颁奖仪式、杨梅安全生产承诺仪

式和青田县农业农村局与京东物流合作签

约仪式等三项仪式。活动当天，还以青田

杨梅为特色，设置了杨梅展示区、杨梅产

品、杨梅包装、青田特色产品和特色小吃的

游玩市集，让广大游客以“梅”为“媒”，游玩

杨梅市集，饱览湖光山色，遍尝湖鲜美食，

畅游青田美景。

据悉，青田杨梅肉质细腻、汁多爽口，

甜度普遍在 12 度以上，是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产品，曾荣获全国十大精品

杨梅金奖，同时在最近一届浙江杨梅擂台

赛被评选为“最甜杨梅”。2021 年，杨梅种

植面积 11.2 万亩，产量 5.02 万吨，产值 4.25
亿元，全县已形成“三带一区”杨梅产业

布局。

昨日，青田杨梅举行海外首发仪式

欧洲批发价
100 元一公斤

村民在周扎村葡萄长廊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