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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句
老百姓的话，相
信很多在乡镇
工作过和正在
乡镇工作的同
志都有听过或
体会到。我们的
老百姓是最淳
朴的人，也是最
值得我们付出
的人。 在职一
方，一定要尽心
尽力地为老百
姓做实事。这样
今后回首起来，
自身觉得无愧，
也就足够了。

深 秋 时
节， 带有自然
味道的皇菊在
莲都区岩泉街
道叶平头村静
静地开放 ，吸
引了众多游客
来此游玩 ，带
红当地的农家
乐、 农产品销
售， 成为村民
的致富花 ，艳
丽整个莲都的
秋天。

皇皇菊菊花花开开 艳艳丽丽莲莲都都

缙云前路乡“以拆促建”打造美丽乡村
“我们希望能在这里置一张石桌几张石凳之

类的， 空闲时左邻右舍能在这里话话家常， 下下
棋。 ”日前，缙云县前路村村民应妹女对正在现场
勘查的设计团队和乡村干部提出建议。

应妹女说的是自家门前的一块空地， 这块空
地原是一间已经破败的老房子， 早已无人居住。
今年 6 月份， 前路村根据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规划设计要求对该处的破旧房屋进行了拆除。 当
天，设计专家和乡村干部就到现场进行勘查，讨论
如何设计利用拆后区块。

拆违成景水石成趣
前路村村庄内有一条潺潺流淌的水渠， 穿村

而过。 为了让灵动的“水文化”能够完美诠释，前
路村的本土设计团队经过系统选址， 把位于前路
村后街西的一处拆后区块打造成了一个亲水埠
头。 这个亲水埠头的亮点在于不仅因地制宜地利
用了拆后区块， 更是将老房子拆下来的石材巧妙
地进行了重复利用。 亲水埠头的打造既满足了村
民日常清洗需求又增加了村庄意趣。

拆违还路以民为先
“这才是后街应该有的样子。 ”村民应德秀感

慨道。 前路村内分后街、前街两条主要道路，南北走
向，贯穿全村。前街较为狭窄，是典型的古村落小道，
后街则更为宽敞，一辆汽车能够单向通行。 近年来，
不少村民由于生活空间紧缺， 便紧挨着自家房屋搭
建了附属用房，占用了后街，使原本还算宽敞的后街
“大大缩水”。 前路乡结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要求，借力“三改一拆”将后街沿线的乱搭建进行了
全面拆除，恢复了后街昔日景象，实现了还路于民。

拆违现史归正守丘
前路村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村庄，住宅

多为传统民宿，村内还留有多处保存较为完好的传
统民居，灰瓦坡顶、色彩谦和，极具江南建筑的风格
特色。 “三进厅”便是其中一处较为典型的古院落，
随着时代变迁，村民日益增多的生活、生产需求，在
三进厅的院落内出现了不少村民自行搭建的附属
用房，严重影响了原本整洁、精致的古民居风貌。 前
路乡村干部坚持“拆、修、管、治”并举，根据村民实
际需求，配合拆违，推动房屋综合修缮、公共设施改
造等实事工程，解决群众急难愁。 不仅“拆”出了便
利实惠的生活、还原舒朗空间，还留住了柴米烟火
气息和当年俯仰皆是的风雅。

2016 年 8 月，我到季宅乡任职。 自然环
境原生态和经济发展 “原生态”， 是它的特
点，也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于是，我花大量时间走村入户，与党员、
群众深入交流，从他们的言语间和期盼的眼
神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渴望发展、谋求致
富的迫切心情。 我深知，要真正走出“穷境”、
拔除“穷根”、改变“穷貌”，非动一番脑筋、下
一番功夫不可。 在走访过程中，老百姓三句
朴实的话，让我感触很深，思考颇多。

一
“活到这个岁数，第一次看到村子变得这

么干净漂亮，生活环境这么美，我们的身心都
敞亮了。 ”黄放口村 91 岁的老党员陈绿杏站
在村口新建的休闲广场上幸福满满地说。

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的现状，我在 2017
年初带着乡村干部考察学习了我市其他乡镇
的花样村庄、精品村庄。 通过对比，党员干部
的触动很大，纷纷提出要开展环境整治、建设
洁美村庄。为此，我们选择下庄村作为整治示
范村，通过一年创建，村口垃圾场成了休闲场
所，村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原来脏乱差的后
进村,一跃蜕变成了精致美丽的农旅村。

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全域环境卫生整
治， 党员干部带头干， 拆了数不清的旱厕、猪
圈、鸡棚、鸭舍，清出数万吨垃圾。两年多来，我
们共筹集资金 3000 多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建成了一座座休闲广场、一条条游步道，一
个个美丽村口……今年，我们乡政府所在地黄
放口村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通过整
治，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二
“没有政府的帮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

在扶贫政策这么好，我们更要好好干。 ”低收
入农户陈汉明一边蹲在地上小心照看着蜂
箱，一边笑着和我说。

2017 年以来，季宅乡以圣鸽家庭农场中
蜂养殖基地为依托，免费向农民传授中蜂养
殖技术，并以“兜底收购”的方式实施“十箱
万元助低收入农户增收”扶持项目，向低收
入农户免费发送蜂箱 300 余桶， 带动 30 余
户低收入农户增收，为像陈汉明一样的低收
入农户开辟了增收新途径。

产业造血才是偏远山村的脱贫良方。 多
年来，季宅乡挖掘乡贤能人资源，发挥山地
资源，实现了由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
向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的 “造血式”
扶贫的根本转变。 如下庄村将 1500 亩山地
交给乡贤陈雄康开发油茶种植基地，通过分
红、劳务支出等方式实现村民脱贫，拓宽了
低收入农户增收方式。

如今，季宅乡形成了以猕猴桃、火龙果、红
花油茶种植、土蜂、肉牛、黑猪养殖等 6 个产业
增收渠道。 2017年被评为市级扶贫示范乡镇。

三
“乡里都这么用心，我们双方还不和解

就说不过去了，今后一定要和和气气的。 ”这
两年因农村宅基地纠纷一直僵持的刘某和
叶某，在乡调解中心一次次的思想疏导和调
解下，握手言和，并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季宅常住人口较多，全乡 16000 人口就
有 9000 多人在乡村生活。 由于各种原因，全
乡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问题较为突出。 近
年，我对自己和干部提出严格要求，凡是老
百姓来反映问题，都要积极面对，尽心尽力。
可以解决的，当场给个答复；涉及上级部门
的，当场帮忙沟通；确实不符政策的，因人因
事，表关心、做解释，抚平情绪，解决症结。 一
次不行，两次三次……近三年我们乡的矛盾
纠纷调解成功率均达 98.5%以上。

我们不断总结完善季宅矛盾纠纷调解
模式，在村级建立调解工作室，第一时间掌
握和介入矛盾纠纷，确保小事不出村；乡级
设立调解中心，全乡联动，解决疑难纠纷，确
保大事不出乡；人民、行政、司法三调对接，
确保矛盾纠纷不反弹。 这种调解模式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在最基层筑起了一道平安和谐
的保障墙。 今年，“季宅模式”纳入国家社会
管理和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你看，在航拍镜头下，金灿灿的皇菊交织在
一起， 犹如一块块平铺在大地上的金色地毯，和
周围绿的青山、新的楼房以及蓝天白云，构成一
幅丽水山乡壮丽的秋色画卷， 不一样的视角，就
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美。 ”11 月 2 日，丽水摄影家高
金龙一边给记者翻看他刚拍摄的叶平头皇菊基
地的照片，一边自豪地说。

在皇菊基地，记者看到，连片种植的 370 多
亩梯田皇菊，层层叠叠、漫野金黄，给山乡秋天增
添了生机和美色。 众多员工正在基地采摘皇菊，
游人则在田埂上来回拍摄留影。 十几架航拍机则
在高空盘旋，记录实时美景。 高金龙说，今天组织
了丽水市航拍研究会 20 位摄影师专程拍摄叶平
头皇菊基地的秋色，大家兴致很高，都说是丽水
最有特色的秋天风景之一。

莲都区岩泉街道叶平头村海拔 400 多米，自
然环境优越，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种植皇菊的
理想之地。 丽水市轩德皇菊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金关根介绍， 公司 2013 年至今以每亩每年 500
元从村民手中流转山垅梯田 120 亩，投资 400 多
万元建起种植基地和深加工配套设施。 叶平头村
民年收入从 2013 年 4000 多元到 2018 年 10000
多元，就是轩德皇菊 6 年来给村民带来的真实而
幸福的变化。

金关根介绍，因为皇菊采取生态有机的种植
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工，从正月开始，开田、平整
土地、育苗、种植、修剪、除草 、施肥……直到 11
月的采摘时节，一年 365 天，至少 280 天以上需
要工人打理。 2018 年，支付村民工资就达 200 多
万元。 “如今很多村民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将自家

的土地流转给我们。 ”金关根说。
村民陈爱平、施玉香夫妇早年进城开早餐店，凌

晨两三点就要起床备餐，全年无休，一年收入不到 5
万元。 随着轩德皇菊公司进村开发， 他们关了早餐
店，将家中的 5 亩土地流转给皇菊公司，自己则给企
业打工，同时经营农家乐。“现在我们睡得踏实、吃得
安心，原来的荒地也利用起来了，一年轻轻松松也能
挣 5 万块。 ”施玉香说。

据了解，皇菊公司坚持用物理方式防治虫害、疏
蕾限产，采用最原始的硬木烘炉进行烘焙，结合新技
术进行热流恒温控制。 鲜菊花采摘后，2 小时内进
炉，经过 24 小时恒温烘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皇菊
的天然品质。其加工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生产
的皇菊产品，先后获得中国绿色农产品、世界茶联合
会金奖产品、“中国长寿之乡养生（养老）名优产品”
等称号，成为绿色保健饮品新宠。 产品畅销北京、上
海、杭州、温州等地。

皇菊公司的引进，给叶平头村基础设施和环境保
护带来了巨大变化。村民王小荣说，原来叶平头村有几
公里坑坑洼洼的、连拖拉机都不好开的山路，在皇菊公
司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13 年 10 月中旬浇筑了水
泥路。 近年来，村里统一规划建设了农民生产用房、观
光长廊、景观池塘、林间道、游客参观游步道、公共厕所
等，推进村民房前屋后绿化、墙体美化、村容保洁等工
作，农家乐也应运而生，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大会堂、老
年人活动中心等设施满足了村民的文化需求。

深秋时节， 带有自然味道的皇菊在叶平头村静
静地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带红当地的农
家乐、农产品销售，成为村民的致富花，艳丽整个莲
都的秋天。

今 年 以
来， 缙云县前
路乡以“慕义”
文化和耕读文
化为核心 ，统
筹兼顾， 全盘
谋划， 坚持规
划引领， 民生
为先， 切实做
好“拆”与“建”
的接续转换 ，
以拆促建 ，以
建促美， 让群
众 切 实 感 受
“大建大美”的
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