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市镇位于松古平原西北部，建
镇始于东汉建安四年 (公元 199 年 )，
距今已有 1800 多年， 全镇总面积 47
平方公里，人口 2.8 万余人。 素有“历
史重镇”“处州粮仓” 之美称，“叶法善
传奇”“月宫调”“卯山文化” 等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了千年古镇的深厚
文化底蕴。

为了实现“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
棋”的目标，古市镇聘请了中国联合工
程公司进行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和整体风貌规划设计，明确“养生宜
居小镇”的建设定位。 深入调查研究，
因地制宜，整理文脉，整合资源，挖掘
特色， 获得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
级优秀规划。

古市镇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
街巷肌理保存完好， 历史文化价值较
高， 现保存着历史风貌的老城区面积
约 0.8 平方公里， 其中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点）7 处， 已公布的历史建筑 16
处。在整治规划上，该镇专门邀请省古
建筑研究院专家编制了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规划，对历史街区进行严格保护，
不断提升街区人居环境， 改善居民生
活，扶持培育传统业态。 目前，历史文
化名镇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通过历史
文化名镇一期整治， 街区风貌得到了
修复和改善，街区业态有了新的发展。

针对下观桥、古牌坊、老桥头等重
要点位，古市镇结合小镇特色，精心设
计方案进行节点打造，串点成线，连线
成片，让小镇底蕴特色能展开来，铺出
去，使各节点既保留了古镇元素，又融
合了新城的内涵， 相辅相成， 相得益
彰。 在一些空闲围墙上选取了部分能
代表古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照片， 将其
体现在墙绘上， 用艺术的形式重现古
镇的文化底蕴。

违章建筑、不协调建筑，是影响城
镇容貌的关键因素。古市镇党委、政府
下定决心拆除， 他们分头走访听取民
意，形成设计方案，让老百姓看到拆除
后的效果。 同时充分调动村干部的积
极性，乱搭建最严重的后塘小区，只用
一周的时间就全面完成签字并拆除。
后塘小区的 1000 多平方米违章顽疾
拆除既让群众看到了政府的决心，也
让干部们增强了信心。随后，以村为单
位开启了全面拆除模式， 先后完成卯
山路、米行弄、后塘小区、横街背街小
巷等重点区域的拆改工作， 累计拆违
拆旧面积 5.6 万多平方米， 拆除蓝顶
棚 4 万多平方米。

“拆不是目的，利用才是关键 。 ”
在大力推进拆除的同时， 古市镇加强
拆后利用， 尽早安排设计人员到拆除
点位现场踏勘， 及时进行拆后利用设

计，并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了设计方案和效
果图。 原本是棚户区的卯山路区块，改造
后道路整治宽敞， 新建的医院整洁美丽；
原来的 50 省道边有一块违章建筑集中
区，占地 20 亩，镇里对违章建筑进行了集
中拆除，并进行了绿化，周边环境实现大
变样。 新建成停车场 10 个， 停车位 215
个，新建绿化小公园 7 个，闲置场地得到
充分利用， 实现了镇域风貌的全面提升，
让更多人享受到了拆除的好处。

古市镇完善小城镇环境整治项目管
理模式，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分管领导、
一个责任科室、一个责任人”的“四个一”
责任落实机制。 通过领导带头干、党员示
范做，把党旗插在最难处，教育引导党员
做整治行动的主攻手，把拆旧拆违、赤膊
墙整治、重点户政策处理等最难、最苦、最
重的任务都交给党员、 干部来承担和完
成。 为了让所有干部沉到第一线，古市镇
将整治区域划为 10 个片区， 由镇班子每
人负责一个区块、全体镇干部和村两委干
部分组纳入，责任到人，分片包干，逐街逐
巷扎实推进， 通过一轮轮的实地走点，共
查找出 1600 多个大点位，逐一开展整治，
共清理建筑和生活垃圾 5000 余吨。

如今，漫步古市镇幽长的古街，古朴
的建筑， 带着历史气息的沉香扑面而来。
经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又重新充满朝
气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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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只要在平
时的乡村
工作中，做
细致一些、
扎实一些，
多关心关
心群众的
生活，就能
拉近党和
政府与群
众之间的
距离，更好
地服务群
众、服务基
层。

松阳县古
市镇以打造县
域“副中心”，创
建 “大花园”行
动为总载体，围
绕“打造山水生
态历史文化名
镇，松古盆地富
有实力充满魅
力副中心 ”目
标，坚持区域统
筹，建设美丽古
市。 日前，该镇
顺利通过了省
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考核验
收。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10 月 7
日重阳节，青
田县章村乡 7
位“五保老人”
成为公建民营
“颐康安养中
心” 首批入住
老人， 乡政府
和浙江恒益养
老机构为他们
举行了简朴而
有意义的欢迎
仪式。

有句玩笑话，“当官不当副、
当副不当常务”,一言道破“常务”
难当之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
却与 “常务” 一职结下了不解之
缘。 2011 年，我从县公路管理局
副局长转岗到龙溪乡担任常务副
乡长；2016 年，根据组织安排，我
又从龙溪乡调任百山祖镇担任常
务副镇长。 屈指一数，我担任“常
务” 一职已经 9 个年头了。 3000
多个日夜，有坎坷有喜悦,有付出
有收获，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言
难尽。

起初， 很多朋友调侃我：“你
看你，好好的机关你不待，一把年
纪了还要去乡镇去受累， 你那满
头青丝都变成一片花白了。”但我
却仍然乐在其中。

我今年 53 岁，是镇里班子成
员中年纪最大的，分管农林水、自
然资源规划、交通、三改一拆、大
搬快治及项目建设等工作。 记得
去年大搬快治解危清零工作中，
百山祖有 2 个村 9 幢危房需要拆
除，涉及农户 30 余户。 适逢农忙
时节，村民白天都要上山劳作，我
就用晚上时间到村民家里动员，
反复阐述地质灾害的危险性、搬
迁政策的优惠力度。最终，提前做
到了隐患点内不见房、不见人。

在农村，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很
多当事人经常容易走极端、 钻牛
角尖，小事酿成大事，简单变成复
杂，如果处理不好，极易恶化。 我
联系的合湖村是撤并前原合湖乡
政府驻地，距县城 67 公里，以前
村民买东西都不到县城， 更喜欢
到距离仅有 20 多公里的景宁英
川镇赶集， 但两地交流的主要道
路却只有一条步行的山路。 2016
年， 合湖至寨后农村联网公路项
目开工，这本是天大的好事，但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 个别村民不理
解不支持， 经常发生村民拦路阻
碍项目施工的事件， 导致项目工
期一拖再拖。于是，我就带着住村
干部和村干部们不厌其烦地上门
做思想工作， 一次讲不通就跑两
次，两次还不行就跑三次，直到做
通为止。 记得其中有位姓刘的老
人因项目需要征迁他家的厨房，
开始的时候任谁去说都不配合，
我就每天准点到他家里 “报到”，
一直到第 8 天老人终于 “松口”，
自此项目“畅通无阻”。如今，看着
车来车往的公路， 想到村民到丽
水缩短了 100 多公里， 我觉得再
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偏远山村大量劳动力外流，百
山祖 9 个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严重“空心化”，留守在村
的都是“386199”部队。 我联系的
三堆村有 2 户瘫痪在床的村民和
2 户孤寡老人因为子女长期在外
务工，生活困难。去年春节前我到
三堆村瘫痪多年的叶某家中走
访，看到她生活环境艰苦，我自掏
腰包买了食用油、猪肉、牛奶，临
走前又塞了 1000 元钱给她过年，
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放， 哽咽
着说不出话。 这一幕深深地烙在
我心底，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这 4
户困难户就成了我的牵挂， 时不
时都要去看看，特别是逢年过节，
如果不去探望下，总是放心不下。

有为才有位，在老百姓眼中，
乡镇干部就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我们只要在平时的乡村工作中，
做细致一些、扎实一些，多关心关
心群众的生活， 就能拉近党和政
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更好地服
务群众、服务基层。

松松阳阳古古市市：：
古古色色古古香香的的魅魅力力古古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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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田田章章村村““五五保保老老人人””重重阳阳节节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家家””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10 月 7 日

重阳节， 青田县章村乡 7 位 “五保老
人”成为公建民营“颐康安养中心”首
批入住老人， 乡政府和浙江恒益养老
机构为他们举行了简朴而有意义的欢
迎仪式，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老人们
送来众多的慰问品。

章村乡位于青田县西北部， 南同
西面与莲都区交界，盛产山茶油，享有
“浙南油库”的美誉。 全乡人口 17000
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就有 4000 多人。
近年来， 该乡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
展， 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
内容。 此次通过引入公建民营机制，
激发社会力量， 为乡镇养老事业注入
动力和活力， 有效缓解社会、 家庭压
力，破解“五保老人”及孤寡老人的养
老难题，开辟了社会化养老新途径。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策体系，
形成党委政府重视， 乡贤及爱心人士

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乡人大主席陈
一媚介绍说，章村乡先后在黄肚、赵塘
建成村级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老年人
幸福感明显增强。 颐康安养中心的启
动，规范提升了章村乡养老机构，是全
乡养老服务业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

据了解， 颐康安养中心的前身为
章村乡敬老院，总投资 900 多万元，设
置床位 93 张，配备餐厅、文娱室、活动
室， 所有房间的布局和配套设施充分
按照适老化的要求进行标准设计与精
心装修，可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
的养老需要。

浙江恒益养老有限公司是一家有
着丰富管理经验的爱心专业团队，先
后在莲都、 云和建有综合养老院和居
家养老照料中心。 公司董事长许翠爱
介绍， 章村颐康安养中心主要针对农
村养老特点，倾力打造“替政府分忧，
为儿女尽孝” 的服务体系， 提供亲情

化、专业化、无缝隙的护理服务。
84 岁高龄的吴金轩老人是黄里行政

村上垟自然村的“五保户”，当天他高高兴
兴地住进了颐康安养中心。 “这里房间敞
亮，床是新的，被是新的，日用品都是全新
的。 ”在聊天时，他激动地告诉记者，这里
不仅环境好，还有专业护理人员热情周到
的服务，我感到很满意。

许翠爱说， 该中心还有 17 个待定房
和多功能厅等附属服务设施正在不断完
善，腊口片区的第二批老人也将在本月底
搬迁到这里集中供养。

“今天正式运营的章村颐康安养中
心，将政府托底养老与村民居家养老进行
了有机的结合，为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在
家的父母解决了养老的后顾之忧，为山区
养老事业进行了有益探索，我们将倾力打
造农村养老事业的章村样板。 ”乡党委书
记朱永康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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