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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村子离梦想最近
■本报记者 沈隽 胡海涛 通讯员 杨利萍

� � � �前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让沙湾村大变样，去年沙湾
村又继续完成了集贸市场、示范街、美丽宜居村等小城镇
后续项目的建设，顺利通过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
回头看”，擦亮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的招牌。
这一次又一次环境整治的过程中，从领导到干部，从党员
到村民， 见证沙湾村焕然一新的亲历者们都说， 现在的沙
湾，看着舒心、住得舒心。

“沙湾村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几乎涉及村里的家家
户户，当时整个沙湾村就是个大工地。 最大的感触就是，村
民们看着一个又一个项目建设完成之后，对我们更加信任
了，更支持我们的工作了，更爱护环境了。 ”

———沙湾镇长叶春强分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他曾经面对一个拆违困难户，15 次进家门， 受尽辱骂和委
屈，最终用真情融化了“钉子”，使其主动拆违，并热情地给
他端上茶、递上桔子。 “那也许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甜的桔
子。 ”

“以前的老房子都是木头房，年代太久了，房子里的柱子
上都是白蚁，每天住得提心吊胆。 多亏了这次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老房子拆了，一楼变成了两层楼，孙子孙女回来也有
地方睡了。 ”

———家住沙湾村朝阳街的村民柳一华高兴地说 ，“如
今，这‘白蚁房’变‘小洋楼’嘞。 ”

“以前房前屋后都被旱厕包围，苍蝇满天飞，每次孩子
们回来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打苍蝇。 现在可不一样，空气好
了，孩子们回来再也不用打苍蝇了。 ”

———说起自家房子周围环境和村子的变化，76 岁的村
民杨林菊笑得合不拢嘴。 在前年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中，杨林菊单户就需要拆除八个违规点。 虽然旱厕、灰棚、
猪栏都得拆，但是杨林菊始终毫无怨言。 “环境整治对整个
村子都好，我们肯定要支持。 原来天天养鸡，现在天天到休
闲广场上跳舞。 ”

“环境整治之前，我们家屋后有十几个旱厕和猪栏，由
于房子地势比较低，每次一下大雨，猪粪就往家里流，真是
又又头头痛痛又又无无奈奈。。 这这一一拆拆可可好好，，下下雨雨天天再再也也不不用用操操心心，，周周围围环环
境境焕焕然然一一新新，，可可以以说说是是拆拆有有所所值值！！ ””

——————村村民民叶叶庆庆伟伟的的家家就就住住在在沙沙湾湾村村和和平平巷巷 33 号号公公厕厕
旁旁，，看看着着如如今今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的后后院院，，他他感感慨慨地地说说：：““原原来来屋屋旁旁的的这这
棵棵梨梨树树被被淹淹没没在在旱旱厕厕猪猪栏栏之之中中，，现现在在屋屋外外环环境境不不仅仅视视野野好好，，
梨梨花花开开时时还还是是一一道道风风景景线线呢呢。。 ””

不破不立 向美新生

景宁沙湾村:
整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记者 沈隽 胡海涛 通讯员 杨利萍

� � � � 2017 年底，十多张景宁沙湾镇沙湾村整治后的照片，发到了
村民的微信群里。 顿时，这个近五百人的群顿时沸腾起来：“照片
是真的吗？ ”“是不是经过特殊处理？ ”

2018 年春节，外出的村民们纷纷返乡过年。 一脚迈进村子，
不少人瞬间就愣住了：变化太大了，“连自己家门都找不到”。

仅仅一年时间，从之前“好难看”变成了丽水市唯一入选的
省级中心镇，沙湾变了容颜。 兴奋之情难以抑制，去年正月十五
晚上，沙湾村全村男女老少自发舞起了一条长 200 多米的板龙，
穿梭在焕然一新的休闲广场、朝阳街等处。 这也是该村时隔多年
再次舞龙灯闹元宵。

“2017 年，是我们沙湾历史发展机遇最好、任务最重、挑战最大
的一年，也是沙湾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群众满意度最高的一年。 ”
景宁沙湾镇党委书记叶金海说,借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沙湾村
正在“水韵沙湾 纤夫故里”的发展之路上大踏步迈进。

以环境整治为引擎
绝地反击

2017 年以前，沙湾村遍地是旱厕、栏舍、灰寮，违法违章建筑
此起彼伏，“六乱”现象普遍存在、卫生意识十分淡薄，“子女们因
为村里环境太差不愿意回家”。 至今，叶金海仍记得景宁副县长
严伟华的一句话：“镇容镇貌一般分两种： 一种好看， 另一种难
看。而你们沙湾不一般，属于第三种，好难看。 ”“这句话深深刺痛
着我的心。 ”叶金海说，“必须要改变了。 ”

2016 年 11 月 8 日，景宁县委书记陈重到沙湾调研时，对沙
湾提出了“触底反弹，绝无退路”的要求。 与此同时，全省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也拉开序幕。 于是，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作
为“振兴沙湾”的总引擎，全力打造省级山区样板乡镇，沙湾村吹
响了跨越发展的号角。

“尽管我们知道落差巨大的沙湾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到尽善
尽美、形神兼备，但我们更清楚沙湾整治不能为整治而整治，更
不能为一时政绩而背离整治初衷。 因此，我们把提升特色文化作
为小城镇整治的灵魂，前期展开了精心谋划。 ”叶金海告诉记者，
通过邀请专家、乡贤、村民代表等相关人员参加的 7 次座谈会，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沙湾开展了“镇情再认识、优势再明确、思路
再深化”大讨论活动，最后确定了“水韵沙湾、纤夫故里”的主题
定位，提出了“一年打基础，两年做底蕴，三年出形象”的短期整
治目标。

对朝阳街进行立面改造，建设江溪路景观带、纤夫码头、纤
夫博物馆等重要节点……按照“水韵沙湾、纤夫故里”为主题定
位的规划设计方案被评为全省 47 个优秀整治规划之一，为丽水
市唯一入选的省级中心镇。

沙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这让沙湾全体干群发出
一致心声———“宁掉一层皮也要让沙湾换新颜”， 一场轰轰烈烈
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在沙湾拉开序幕。

一年建起新沙湾
破旧立新

沙湾村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几乎涉及到村里的家家户
户，量多、面广，时间紧、任务重。 2017 年农历正月初七，在新年上
班的第一天，沙湾村村支书柳育舒、村委主任柳贤叶就带头拆起
了自家的猪圈、杂物间等，“自己不带头拆，怎么和百姓做工作。 ”
柳育舒说。

为了快速有序推进整治工作，沙湾村先后举办“拆治归”百
日攻坚专场文艺演出等大型汇演 3 次， 召开大小会议 89 次，走

访农户 5100 多户次，发放各类宣传单倡议书 16000 余份，多层面、
全方位广泛动员，把“整治什么？ 为什么要整治？ 为谁整治？ 靠谁整
治？ ”等重点内容，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 虽然如此，在整治之
初，大部分村民仍处于观望状态，直到 2017 年 5 月 28 日，镇政府
的办公大楼倒下之后， 沙湾村村民们才真正主动参与到小城镇整
治之中。

根据规划，沙湾村需要建设一座纤夫文化广场，为广大村民提
供健身休闲的场所。 最后选定朝阳街中段，也就是当时镇政府办公
大楼的位置。 此大楼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为砖混三层建筑物，面积
共 1500 余平方米，属于 D 级危房。 镇政府办公大楼拆除后，工作人
员全部搬到该镇一座老粮仓里办公。 “这一回真的动真格了，连政
府都这么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沙湾村的村民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

“虽然办公环境简陋了，但全体干部毫无怨言，大家干事的热
情反而更高了，大家都说这样的举动，让村民们看到了小城镇环境
整治的决心和信心。 ”叶金海说，办公大楼拆除后，腾空的地方展示
出了沙湾村每个点位的效果展板， 让村民们看到沙湾未来建设完
成的样子。

除了镇政府办公楼外，原林业站、文化站、邮电所、教师宿舍等
危旧楼房也同时拆除。 对此，景宁县小城镇环境整治办负责人说，
把办公资源腾退与城镇建设相结合，将腾出来的资源回归城镇，让
利于民。 这样的做法，在全省小城镇环境整治中尚属首例。

在“遍地是厕所”的沙湾村，环境整治中的又一个重头就是旱
厕的拆除。 “房前屋后都是厕所，以前儿女都不愿意回来。 ”66 岁的
村民杨世光是整治时全村第一个拆的厕所，如今看着村里的变化，
他感慨万千，“一年时间，村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不仅如此，沙湾村建立了项目建设“保优从快”机制，在全市率
先采用整治项目设计、 施工 EPC 总承包模式， 在短短六个月时间
里，基本完成了总投资 6400 万元，包括入口休闲公园、朝阳街立面
改造，滨溪路改造、强弱电下地、污水纳管等 11 个项目建设。

去年 1 月 18 日，沙湾村顺利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验
收，并被评为省级样板。

发展仍然在路上
黑脸换笑颜

“睡觉基本睡不好，吃饭基本吃不饱，走路基本靠跑”这“三个
基本”被沙湾镇干部们笑称为环境整治这一年来的“工作标配”。 每
一名干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脸都被晒黑了，而干部们都说：“脸虽
然黑了，但是沙湾村变美了，碰到村民们时他们都有了笑脸。 ”

如今，走在沙湾村里，千米朝阳街上，一排排木柱子，一个个木
挑廊，古色古香，窗明几净；纤夫文化休闲广场上，亭楼别致，鱼池
清澈；江滨景观带的夜景更是成为村民们眼中最美的风景……

随着整治工作推进，乡村环境越来越好，沙湾村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断提升。 去年以来，回来修缮旧房子的村民越来越多，主动
报名下山移民沙湾的群众越来越多， 老百姓对沙湾认同感和自豪
感越来越强。

截至目前， 沙湾村新发展农家乐民宿 5 家， 新增床位 90 个，
1200 多平方的农家乐接待中心启动建设，投资近 8000 万元的仙姑
农业观光园项目达成投资意向。 温州、杭州、上海的旅游大巴开进
了沙湾，去年接待游客 3 万余人。

“整治是一种载体，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小镇品位，发挥集
聚功能，才是中心镇应有的担当。 通过打造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
济，转化成群众满满的获得感，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叶金海对沙
湾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下一步，沙湾村还将进行农贸市场招租运
营，争取沙湾流域综合治理，完善纤夫博物馆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

从“不打招呼”
到“笑脸相待”的背后

■本报记者 沈隽

� � � �大整治，大改造，大建设，这就是沙湾村环境整治工作
的大手笔。沙湾村一位年近 90 岁的老农说：“建村以来就没
这么大的行动。做梦也没想到，沙湾还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如此的大手笔之下，是全体沙湾村，乃至沙湾镇全体干部
始终坚持“一切以沙湾人民为中心、为沙湾人民谋求幸福
生活”，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之中。

由于沙湾村的巷弄都很窄，大型机械无法进入，所有工
程项目建设几乎都是靠人工来完成。 这其中，地下工程成
为环境改造建设的一个“重头戏”。

为了保证配套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高标准建设， 防止街
道日后“拉链式”开挖，沙湾村朝阳街的地下管网工程平均
下挖达到 2 米半深。 “我们一下挖朝阳街才发现全部是沙，
施工正好在 7、8 月的雨季，最深下挖达 3 米，施工量和施工
难度都大大增加，所以我们的项目建设也比预计增加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 ” 沙湾镇长叶春强回忆说，“在小城镇综合
整治验收的前一天，村子里还到处都是脚手架。 验收当天
凌晨，全体干部清除建筑垃圾，冲洗大街，一直干到了凌晨
3 点。 ”工程项目建设完成之所以如此紧迫，正是因为所有
项目的高标准建设要求。

拆旱厕则是环境改造的又一大重点。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之前， 沙湾村的厕所被所有到

过沙湾村的人称之为 “惨不忍睹”。 要拆除上百间厕所，村
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办？ 为了不影响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需
求，沙湾村不仅建起了临时厕所，还针对有条件做室内卫
生间的村民们给予补贴，而且全村最先建的项目就是街头
街尾 6 个按照星级旅游景区标准的公共厕所。

不论是朝阳街的地下管网建设， 还是旱厕拆后建设工
作，乃至沙湾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每一个项目，都是
以沙湾村人民需求和未来幸福生活为最先考量。

当记者采访多名沙湾镇干部谈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带来的变化之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最大的变化是村民
们从“不打招呼”到“笑脸相待”。 村民们的改观，是沙湾的
发展和建设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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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核心心阅阅读读

� � � �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
美丽环境的作用究竟有多
大？ 景宁沙湾村用一年蜕
变的实践生动证明， 对于
苛求发展的乡村而言 ，环
境既是竞争力， 更是培育
竞争力的土壤， 凝聚战斗
力的基石。

有了美丽环境， 美丽
经济便在路上。 失去美丽
环境，大抵一盘散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