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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洁净净金金竹竹
油油茶茶飘飘香香

走进云
和县安溪畲
族 乡 下 武
村， 只见村
道巷弄一尘
不染， 品种
各异的盆栽
摆满村民房
前屋后 ，空
调 外 机 也
“穿”上了整
齐的外衣 ，
一排排楼房
外墙上装饰
着畲族彩带
……一派美
丽乡村的淡
雅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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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竹 镇
以 建 设 美 丽
幸 福 大 花 园
为契机，充分
围绕“金色金
竹 ， 油 茶 之
乡”的文化特
色，开展小城
镇 环 境 综 合
整治，让金竹
的 乡 村 街 区
焕然一新，一
个 宜 居 、 宜
游、 休闲、养
生的 幸 福 花
园 正 在 慢 慢
形成。

■■记者 孙晓敏 通讯员 雷丽珍

■■记者 陈雅雯 通讯员 林煊

2015 年 5 月，我从部门机关
调到濛洲街道任职，3 年多来，围
绕大济建设，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以及大济村两委投入了大量
的财力和精力， 通过系列举措，
大济古村初步重现了昔日风采，
“到庆元没到大济走一走，就别说
你到过庆元”，成为许多外地朋友
的评价。

“议”出来的统一。我到街道
工作不久，了解到大济村村干部
之间互相推诿拆台，严重影响了
村庄的发展。 一些村干部都说：
“进士的后代搞窝里斗， 大济就
真的要没救了！ ”我带领街道班
子给大济村两委和全体党员、村
民代表， 召开了十多次专题会
议，让大济群众认识到大济再不
发展就要被遗忘，要发展就要消
除宗族观念，团结一致才能争取
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千年进
士村的“金招牌”不能砸在我们
手中。 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动员，
村民们的思想终于达成统一。

“拆”出来的整洁。以前的大
济村，沿路两侧灰铺林立，随处
可见旱厕、乱倒的垃圾。 村干部
说他们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但是
群众不配合，收效甚微。 村干部
都打起了退堂鼓。为尽快改变大
济村的落后面貌，我一忙完镇里
的工作，就带领街道干部往村里
跑，经常走村入户讲政策，创下
一个月拆除灰铺、 旱厕 80 多个
点位的大济速度。 期间，街道还
发动党员群众共同参与“全民洁
净日”“主题党日”“消灭流浪狗”
等活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修”出来的古味。千年古村
没了老宅，少了文物保护，就会
失去古味。为了更为完整地保留
大济的古味，我邀请专家学者进
行研讨，并在修缮过程中，对工
程进度和质量时刻关注。去年以
来，大济村先后完成了十余处老
宅的修复， 对村里村外的古道、
古地道进行了抢救性修整。迎旨
门牌坊、上下吴姓祠堂、双门桥、
莆田桥等一批文物保护点经过
修整，重现了当年风采。

“引”进来的活力。没有新业
态，古村就没有新活力。 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街道指导大济村
两委通过流转的方式整合老宅
资源，引进优质资本，有针对性
地投资开发。目前，“寻”民宿、家
风家训馆成效已然显现，国学讲
堂、中医名师馆、根艺会所、休闲
茶馆等一批文旅项目马上实施，
给大济古村增添了新活力。

“治”出来的绿水。 随着大济
常住人口的增长，贯穿全村的大
济溪一度成为臭水沟。 在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我们争取水利项目
扶持，修河道、清淤泥、引活水、养
活鱼。 为了解决鱼难养的问题，
除了争取渔政、执法的全力支持
外， 我们想出了发动全民参与
“放生”的好办法，让全民共同参
与护鱼护水，大济溪绿水重现。

2017 年至今， 大济村完成
项目投资 4000 余万元， 获得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省历史文
化重点村、 千年古村落等称号，
吸引了很多前来观光旅游的游
客，村集体收入达到 21 万元。

今年， 大济村有了新定位：
全力打造庆元文旅整合新高地，
我相信大济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一架水车、一根硕大的榨槽木、
一个悬空的撞锤， 这就是金竹的王
和车———一部古老的手工榨油机。
日前， 遂昌县金竹镇原生态山油茶
榨油吸引了众多游客， 他们在感受
“古法榨油，油茶飘香”的同时，更对
金竹乡村整洁、 自然的田园风光赞
叹不已。

金竹镇位于县城西部， 与衢州
市接壤，全镇总面积 140 平方公里，
下辖 14 个行政村，总人口为 1.4 万
人， 为遂昌县行政村数量和户籍人
口数量最多的乡镇， 也是该县唯一
的市级中心镇。 金竹镇人文旅游资
源丰富，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山油茶
是金竹镇的主导产业，拥有 3000 余
亩百年老油茶林。 目前山油茶种植
面积已达 3 万余亩， 有 “浙西南油
库”的美称。

去年以来， 金竹镇以建设美丽
幸福大花园为契机，充分围绕“金色

金竹，油茶之乡”的文化特色，展开环
境卫生整治、城镇秩序整治、乡容镇貌
整治三类整治工作。 制定了符合当地
乡情的“九大战役”计划。 即拆除乱搭
乱建的“清零战”、打造最美一条街的
“亮点战”、整出有回忆老村庄的“乡愁
战”、串成一条有金竹风景线的“全面
战”、金竹小区庭院化的“整洁战”、植
入金竹特色的“文化战”、彰显金竹风
韵的“美化战”等。

集中整治大行动 26 次，出动人力
1100 多人次， 共拆除乱搭建点位 453
个，拆除面积 8800 余平方米，清理乱
堆放点位 505 个， 清运垃圾 17.3 吨。
镇党委书记巫惠祥说：“近日，2018 年
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年终考核验
收结果揭晓， 金竹镇入选省级样本乡
镇。 这是对我们乡村整治工作的回报
和鼓励。 ”

在金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
中，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快退休的乡镇

干部———吴必华的身影：头戴草帽、身
穿迷彩服、脚踏胶布鞋，俯下身和村民
们一起整治乱堆乱放点位。 他说：“希
望自己能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村民实
实在在地做一些事。”他认领了集镇整
治范围内难度最大的区块， 利用自己
乡镇工作多年、与村民熟络的优势，主
动上门与村民话家常、走访调解，在情
感上拉近与村民的距离。 顺利完成整
治和清理点位 200 余个， 拆除乱搭乱
建面积 500 余平方米。

金陵街沿河的游步道项目， 是整
治过程中实施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
金竹村的老支书、 现任村监会主任周
宝贤主动请战，从早到晚、逐家逐户做
工作，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
与全体农户签订协议， 保证了该项目
的顺利实施。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让金竹的
乡村街区焕然一新，一个宜居、宜游、
休闲、养生的幸福花园正在慢慢形成。

下武畲村美丽蜕变展新颜
冬日闲暇， 云和县安溪畲族乡

下武村村民蓝松梅每天傍晚都喜欢
在村里走走转转， 眼见自己的家园
越变越美，他心里很是高兴。 “平坦
的水泥路，崭新的路边栏杆，清澈的
溪水，还有一排排整齐的楼房，畲族
村真是大变样了！ ”蓝松梅说，下武
村翻天覆地的改变， 得益于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

下武村为纯畲族少数民族村，
是安溪乡重点建设的中心村之一，
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小康示范村 。
2012 年以来，下武村以实施畲族特
色小区建设为载体， 以城市小区的
理念拆旧建新推进旧村改造新模
式，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下武村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为契机， 将整治工作与畲族特

色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美丽
畲族行动”。 实施外立面改造、安装路
灯、硬化道路、新建休闲广场……下武
村内外兼修，不断提升村居环境，努力
打造美丽示范村居。与此同时，下武村
还启动实施了花样村庄项目， 绿化面
积达 2500 多平方米，种植花草近 5 万
株， 涵盖品种达 20 多种。 一步一景，
成为下武村的最新写照。

“以前这里是个牛栏， 气味特别
大。 ”冬日的暖阳洒满大地，在下武村
的停车场附近，几位老人正坐着闲聊。
听到村党支部书记蓝陈高介绍停车场
的前身时，老人们抢过话语，开始滔滔
不绝起来。 “牛栏存在的时候，大家都
特别烦恼，每次路过都会加快脚步。 ”
“真是没想到牛栏经过改造，变得这么
干净整洁。 ”……老人们说，乡里启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后， 村里的猪圈
牛栏都改造提升了，村子大变样。

走进下武村， 只见村道巷弄一尘
不染， 品种各异的盆栽摆满村民房前
屋后，空调外机也“穿”上了整齐的外
衣， 一排排楼房外墙上装饰着畲族彩
带……一派美丽乡村的淡雅景致。

作为 2017 年度丽水市扶贫开发
示范村，蓝陈高介绍，近年来，下武村
扶贫开发工作通过“党建+”“项目+”等
方式，促进农民增收、提升村庄环境，
不断提高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下武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3917 元。

“村子变美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努力让村民更加富起来。 ”随着太
阳渐渐西下， 外出劳作的村民们也陆
续回家。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蓝陈高
满心期待，一脸憧憬。

●在距县
城两公里的
地方，有一个
千年古村---
“ 大 济 进 士
村”，现在每天
有不少游客
会在此体会
中国传统古
村落的历史
文化。 看到曾
经“脏、乱、臭”
的大济焕然
一新，成为庆
元美丽乡村
的一个标杆，
回味大济“蜕
变”背后众多
鲜为人知的
故事，我感慨
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