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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乡贤慈善义举助力灾后重建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傅长琪 雷小平）“家乡出了这样的
好人，真是小洋坑人的福气，我们全
体村民都应该跟他说声谢谢。 ”日
前， 遂昌县黄沙腰镇上定村村党支
部书记黄俊华找到记者， 诉说了该
村乡贤黄学行援助家乡的大爱之
举。

原来， 上定村小洋坑自然村乡
贤黄学行是浙江不老神食品有限公
司家禽事业部经理， 同时他还经营
一家火锅店。 6 月 6 日，黄学行回村
过端午， 当夜遇强降雨发生山洪灾
害，他不顾自家房屋倒塌，毅然和村
两委成员一同投入转移群众、 抢险
救灾等工作中。 6 月 7 日，他又自发

组织群众开展救援活动。
6 月 14 日晚，黄学行再次回

到上定村安置点， 给每家每户送
上了慰问金。 “小洋坑自然村共
有 39 户人家，每户受灾情况都不
一样。从村里了解情况后，他在安
置点按各户村民受灾情况发 200
元 、500 元 、3000 元不等的慰问
款，共发了 26000 元。”黄俊华说，
乡贤黄学行为人热情、热心，很关
心村里的发展，这次救灾过程中，
他协助村两委干部做了很多事，
分担了很多压力。

“我是这个村的人， 家乡有
难，我要尽自己所能，帮助家乡共
渡难关。 ”黄学行说，他也一直引

导村民要对政府有信心， 同心协力
重建家园。 后来，他与镇、村干部对
灾区进行走访， 进一步了解此次受
灾情况， 希望在灾后重建工作中能
给家乡更大的帮助。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仅是黄
学行， 还有许多来自黄沙腰的乡贤
关心着家乡的安危。近日，安徽芜湖
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纪永明受该商
会会长陈定仁委托， 将 50000 元捐
赠款带到黄沙腰镇。

此次慈善捐赠， 离不开黄沙腰
镇上定村乡贤王益华的热心帮助。
在安徽芜湖经商的王益华得知家乡
遭受山洪灾害， 立即向自己所在的
安徽芜湖浙江商会会长求助。

“我们会长很支持，当天晚上就
在商会群里号召大家为灾区募捐 。
第二天就募集了 50000 元的捐款。 ”
王益华介绍， 会长委托商会常务副
会长纪永明带队， 第一时间将捐赠
款送到受灾一线。

当天， 商会一行详细了解了黄
沙腰镇受灾情况， 并主动前往受灾
较严重村安置点慰问受灾群众。“遂
昌的党员干部都很有责任心， 村民
们在安置点很安全， 吃穿住行等基
本生活也有保障。 ”纪永明表示，下
步，他们会借助商会的力量，在农特
产品销售、 旅游推广等方面加强与
黄沙腰镇的对接， 为受灾地区的灾
后重建和村民增收致富出一份力。

今年以来， 庆元县淤
上乡推行 “药业+基地+农
户”产融发展示范模式，促
进淤上乡农村集体经济壮
大和村民增收。 该乡推动
“消薄 ”工作 ，通过农村流
转土地 50 亩试种灵芝生
产已获成功， 预计增加当
地村级集体经济每年经营
性收入 8 万元 ，30 余名留
守老农年均增收 3 万 余
元。

图为当地村民正在用
无纺布袋套灵芝， 以便灵
芝孢子粉生产收集。

记 者 陈 炜 通 讯 员
高一平 沈亮 摄

锤炼磨砺在路上
去年 6 月， 接到组织部门的通

知，安排我到省水利厅挂职，为期一
年，要求一周内做好工作交接并到省
厅报到。 乡镇干部挂职省直机关，对
我来说，应该属于“跨专业、跨领域、
跨层次”的挂职，很意外、很惊喜，也
很紧张，我深刻地感受到组织的良苦
用心和自身面临的巨大挑战。

省厅干部学历高、业务精、工作
严谨，干劲十足。 挂职几天下来，我感
觉“压力山大”。为尽快跟上节奏，我向
同事要来《浙江省河流湖泊基本情况》
《浙江省河流简明手册》《水行政执法
管理法律指南》等一摞书，进入了疯
狂“补课”阶段，同时快速熟悉厅机关
组织框架、规章制度、运行规则，主动
与分管领导、处室领导、处室同事交
流与磨合，边干边学尽快进入角色。

因为来自基层， 对基层情况较
为熟悉。 前半年，我的工作下基层占
了较大比重。 挂职不到半个月，就顶
着烈日在嘉兴开展为期三周动态水
域占用监测，进入全天“烧烤”模式；
清“四乱”督查，两周跑完 5 个市 25
个县；完成美丽河湖现场评定，两周
跑完 32 个县市等等。 到厅里工作一
个月，整个人黑了八度，半年时间，
已走遍全省 11 个地市近 50 个县
150 余条河（湖、水库）。后半年，因机
构改革，工作岗位换到了厅河湖处，
更多的是参与处室繁重的日常业务
工作、会务安排、信息撰写、参与政
策文件讨论等。 通过努力，从跟领导
出差的“小跟班”到下基层负责总协
调和数据整理汇总， 从帮领导打印
文稿到最后参与水利业务核心框架
讨论工作，领导向我竖起了拇指，我

以“丽水之干”赢得了“省厅之赞”。
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来自基

层的干部，挂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服
务基层。 我坚持为基层搭桥，加强省
厅与市县水利部门办对接， 及时纠正
部分地方普遍存在的巡河时间与距离
不符等问题， 并多次邀请厅领导到基
层调研，为基层谋划项目，争取资金，
如通过对接， 对 2019 年度遂昌县中
小河流重点县项目约增加 200 万补
助资金， 并为该县龙洋乡九龙口村景
观堰坝建设予以积极帮助。

挂职不忘老本行， 作为基层党
务工作者， 挂职期间也在厅里上起
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机关党建》为题
的党课， 赢得了厅机关干部对丽水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称赞， 并要求
过来学习。 我先后谋划了厅机关 5
个党支部分 2 批共 42 人到遂昌龙
洋乡、 王村口镇和龙泉住龙镇参加
红色教育为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 ，
并以此为契机向省水利厅介绍了地
方，对接了项目。

挂职一年，提高的不仅是工作能
力，更是综合素质，学到的不仅是业
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开拓的不仅
是眼界，更是人生的格局。这段经历，
是锤炼与磨砺，我将终身受益，对于
未来，我将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王晶晶，遂昌县龙洋乡党委副
书记， 挂职担任浙江省水利厅河长
办（2018 年）、河湖管理处（2019 年）
干部]

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
———“三治三强比实干”

广阔乡村 无悔青春
———记松阳“云上平田”民宿综合体联合创始人叶丽琴

本报记者 钟根清

放弃省城大都市的小资生活，
跑到小山村当起“大管家”。 5 年来，
她用青春的汗水融入乡村、 激活乡
村，浇灌着乡村振兴的梦想。这个有
激情、有想法、很能折腾的姑娘名叫
叶丽琴，人们口中的“大宝”。

叶丽琴曾在省城杭州工作过一
段时间，主要是跟服装打交道，年收
入有十几万元。 就在一切都顺风顺
水的时候， 她却选择了辞职回到家
乡松阳。 “大宝，天天见啊！ ”回到村
里后， 叶丽琴给自己取名 “大宝”，
“这个名字接地气又好记，大家都喜
欢这么叫我！ ”

四都乡平田村是第三批国家传
统村落，村子海拔 600 多米，一年中
有 200 多天被云雾缭绕， 被人称为
“云上平田”。2015 年 1 月，在一次老
乡聚会中， 叶丽琴遇到平田村老支
书江根法的儿子江斌华， 得知他父
亲想把村里的老房子给修起来，政
府又很支持他们开民宿。 抱着试试
的心态，她答应了江斌华的邀约。

第一次踏进平田村， 叶丽琴说
“心凉了半截”。“这个村子怎么比我
那村还破， 有的房子屋顶都塌了一
大半，屋内都是碎石、杂草。 ”

幸运的是， 平田村很快迎来了
一批大咖级的设计团队。 房屋改造
的整个设计团队由松阳县政府进行
对接， 清华大学的罗德胤教授负责
组建团队，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知名
建筑师徐甜甜、 香港大学建筑系教
授王维仁等也陆续加入了进来。 在
改造老房子的时候，尽量修旧如旧。
在老屋不受破坏的前提基础下，再
去做一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叶丽琴决定要去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将“云上平田”从概念变为现
实。2015 年 8 月，“云上平田”第一栋

民宿———木香草堂试营业，此后平田
村的山家清供餐厅、农耕馆、艺术家
工作室、青年旅社等都陆续修建了起
来，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期项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
游玩，平田村变得热闹非凡。 曾经村
里只有二三十位留守老人， 如今越
来越多村民都选择返乡。 农家自产
的萝卜干、菜干、大米等供不应求 。
村民们没想到， 原本 5 毛一斤的萝
卜，现在已经卖到了三四元一斤。 村
里的水泥工师傅， 每天的工资就有
300 多元，差不多全年都有活儿干。

生意好了，产业大了，叶丽琴也
逐渐成为民宿界的“网红”。 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慕名前
来，喜欢这里的人便留了下来，慢慢
的组成了一支年轻的队伍。 今年，还
吸引了台湾美食家王翎芳合作开展
翎芳魔境项目， 给当地村妇做餐饮
培训，让古老村落充满了文艺范。 接
下来， 叶丽琴还在谋划着另外一个
民宿项目“云里章山”。

“回到美丽的乡村，所有选择都
不后悔，因为梦是真的！ ”回首过去
这 5 年走过的路， 叶丽琴深有感触
地说。

丽水市民积极体验新能源汽车充电
本报讯 (通讯员 洪瑜阳）6 月

16 日，国网丽水供电公司与丽水国
际汽车城新能源小镇共同组织开展
“新能源·心体验·行无忧”丽水新能
源车友会线下活动 ,30 余名体验者
全程参与活动。

据悉， 此次活动主旨是为创建
绿色出行、 共建环保城市， 倡导绿

色、低碳、便捷的城市出行方式，
让广大市民和车主切实感受到充
电站（桩）布点建设带来的便利以
及新能源汽车的经济实惠， 加深
公众对新能源的认知。

此次活动包括畅游打卡、座
谈交流等环节， 参与车型涵盖了
特斯拉、腾势、比亚迪、奇瑞等主

要新能源汽车品牌。 新能源汽车车
主驾驶新能源汽车， 先后前往公交
公司、缙云仙都景区、高速服务区等
充电站体验充电服务， 感受充电桩
的广泛建设布点带来的出行便捷以
及新能源车的体验。

参与人员还围绕新能源汽车
的现状、趋势进行主题交流。国网丽

水供电公司介绍充电桩建设情况及
布局规划。

下一阶段，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
计划与丽水国际汽车城新能源小镇
合作开展“购车、申请”一条龙服务，
在客户购买新能源车同时实现安装
充电桩的申请，真正实现“一次都不
跑”。

牡丹园里寻牡丹 前路乡里谋前路

前路乡开启“美丽乡村”扩面提质提效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杨敏）盛夏时节，

缙云县前路乡成了繁忙的 “室外装
修场”，在已经取得的“美丽乡村”成
果基础上，一场扩面、提效、提质新
工程又顺利开启。

乡政府所在地的前路村， 经过
“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如今村容整
洁、乡风文明，村集体经济更是上了
一个新台阶，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 尝到了甜头的前路乡百姓，热
切期盼把全乡 5 个行政村都纳入试
点范围，乡党委、政府顺势而为，今
年将把“美丽乡村”向全乡扩面。

前路村历史悠久， 村里有多幢
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建筑， 其中有一
幢还是浙江理工大学南迁时的旧

址，在全市上下积极弘扬践行“浙
西南革命精神”时，这些古建筑能
否成为村里发展的新引擎？ 经过
调研和多方论证， 理工大学以校
村合作模式， 将前路村的古建筑
资源进行统一打包和规划，为“美
丽乡村”提质。

美丽经济是“美丽乡村”的归
宿， 凭借着美丽的村容村貌，如
今，民宿、农家乐在前路村可谓花
开遍地，包括临近的壶镇、永康、
台州， 以至上海等地的游客纷至
沓来。 “投资 10 万元左右， 大约
两个月就能收回成本。”前路村党
总支书记应伟建说。

如今的前路村，再不是旧模

样。 穿村而过的漳溪边，原本是一
片村民的自留地，在“美丽乡村”蝶
变的影响下，村集体以近乎零成本
的代价将这片地收归集体，在此规
划了一处小公园。 去年底，正是寒
风凛冽的时候，村民们组成了义务
施工队 ，仅用时十天 ，就把高低不
平、 散乱无序的菜地变成了 10 多
亩的公园，成了村民们饭后散步的
首选地 ， 也成了对外展示的新窗
口。

走进前路村，水绕民居，花香四
溢。 掩映在村子中心的一株百年牡
丹，也见证着村子的蜕变。牡丹池修
旧如旧， 本是经济困难户的户主两
兄弟， 也因势利导把自家房屋装修

了一番，建起了“牡丹园”农家乐，日
均游客多达 10 余桌 ， 营业额达到
5000 元，“牡丹园里寻牡丹” 成了生
态产品向生态价值转化的代名词。

村庄美了，外来游客多了，回村
置业的村民也多了，村里出现了“三
个翻番”现象。 “幼儿园入读幼儿翻
番，村口烧饼店纯收入翻番，村集体
收入翻番。 ”应伟建谈起最新家底，
笑得合不拢嘴。

根据最新规划， 前路村计划将
村民自留地收归集体，流转山林地，
打造成一个集滑草、漂流、吃住于一
体的综合性景区。 “村民们的热情高
涨，我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更足了。 ”
前路乡党委书记朱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