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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的 信 任 是
基础，只有
听 到 他 们
最 真 实 的
心声，用心
回 应 他 们
的诉求，才
能 获 得 他
们 的 理 解
和支持。”这
是 我 在 基
层 工 作 十
余 年 里 最
大的感悟。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近年来，船
寮镇和洪府前
村利用小城镇
综合整治的契
机，充分挖掘洪
妃娘娘的传说
文化，重点打造
十里荷花、十里
砖街等特色节
点，修建以洪妃
文化为主题的
洪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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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陈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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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我成为一名大学
生村官。 从那时起，我就做好了
要把青春献给农村的准备 ，用
自己的真情和汗水让这片土地
变得更加美丽。 我想，既然选择
了乡镇基层， 就要把心扎根在
这里。 10 年时间，我从懵懂的大
学生变成乡镇工作者， 从未忘
记过自己的初心。

2019 年是八都镇小城镇综
合整治验收年。 小城镇整治工
作综合性强，整治量大面广，遗
留问题多，整治工作迫在眉睫，
因为只有改善农村的整体环
境， 才能真正提升老百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小城镇建设必须站在更高
的起点上，必须建到百姓的心坎
上。 ”我们按照“一个道路体系
四大功能片区”规划布局的总体
思路，白天，走街串巷，查看集镇
风貌，征求群众意见；晚上，埋头
思考，提出整治思路，编制科学
规划。 把小镇当成一个作品，通
过项目的点缀， 对小镇进一步
“打磨”“抛光”，使其一个个成为
精品。

一幢幢具有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独特韵味的老房子， 青砖
墙、磨石子墙、马赛克墙……通
过清洗、 梁柱粉刷被保留了下
来。 青年路商铺“一店一招”，独
具特色； 商贸街商铺店招统一，
尽显繁华；新安路商铺店面招牌
与建筑相互映衬，井然有序。 尤
其是加入了时代元素， 用灯带、
射灯勾勒出的建筑物轮廓，靓丽
的效果点亮了小城镇的夜景，尽
显八都集镇风貌，获得广大群众
的点赞。 通过八都镇干群的奋
战，最终，松渠村和八都集镇实
现“美丽蝶变”，取得了“省级双
样板”的荣誉。

很多时候， 我们干一项工
作， 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群众支
持不支持， 愿不愿意跟着一起
干。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道
理，那就是“喊破嗓子不如甩开
膀子”，只要干部带头做出了榜
样、干出了成效，让群众看到了
变化、得到了实惠，群众自然会
向我们靠拢过来， 打心眼里支
持我们的工作。 比如在拆破拆
旧工作中， 一户困难群众的违
建房屋需要拆除， 没等我们上
门做工作， 他便主动找到政府
说：“你们为我们办实事， 我们
没有理由给政府添乱。 ”他不但
自己主动拆， 还说服其隔壁农
户一起拆。 通过全镇上下的努
力，在小城镇工作中，共拆破拆
旧 1126 个点位， 拆除违章违法
面积 43675 平方米。每当想起这
件事，我内心总是有一种感动，
为群众的理解， 也为拆违的同
志们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里。

走进群众，倾听声音，才能
解决真问题。 我时常上街巡查，
与村民攀谈 ，听他们的 “抱怨 ”
和“唠叨”，通过与他们拉家常，
赢得他们的信任。 从抵触到接
纳再到体谅， 群众的观念一步
步改变了， 也更加理解我们的
工作，支持度也提高了很多。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只有
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才能听到
群众最真实的心声， 才能解决
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才能赢得
群众最真心的支持。

船船寮寮洪洪府府前前：：古古色色古古香香洪洪妃妃街街
“一到晚上，村民在饭后，总会到

洪妃街走走、看看。现在洪妃街已成为
洪府前村民的网红打卡点了， 都说这
里特别有历史味道。”青田县船寮镇纪
委书记陈叶兰介绍，这一切的变化，都
是镇、村干部群众经过日均 50 人，158
天努力，投入 100 余万元资金，将脏乱
差变成美如画， 作战图变成实景图的
成果。

日前， 记者走在由石板和砖瓦铺
成的洪妃街上，荷塘、砖墙、水沟、石柱
以及洪妃娘娘历史知识介绍， 众多的
节点打造都给人古色古香、 历史文化
浓郁的气息。

相传南宋年间，宋高宗从温州顺瓯
江乘船巡察处州，途经青田芳墅偶遇洪
氏村姑，一见钟情，将其带回宫封为妃
子。 洪妃父亲洪冬生被封为永青侯，在
芳墅御赐兴造洪府安享晚年，因“府第”
建在芳墅村后， 故地名被称为 “洪府

底”，芳墅村也因位于洪府前被称为“洪
府前”，这些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洪妃街打造之初， 镇党委书记徐
灵忠提出， 船寮不跟其他乡镇比时尚
和财力， 重点要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
的文化亮点。为此，在修建洪妃街的过
程中，镇、村两级干部特别注重采用乡
土材料，如石头、木头等，挖掘本地文
化，使之富有乡土特色。

据了解，洪妃街“三拆”（拆破、拆
旧、拆违）推进历时 20 天，共出动 800
余人，拆除大大小小乱搭建、违建建筑
10 余处。

打造整治过程中， 镇村网格干部
开启“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模式，天
天下网格，干部群众群策群力，为节点
打造共同出谋划策， 确保了项目推进
的高质高效。

“我是洪妃街打造的网格长，因工
作任务紧， 产假结束后就投身到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中，在 ‘三拆 ’一
线做群众思想工作， 和网格人员坚持一
线走访、交流，听取意见、讲解政策、全力
解决难题。 ”陈叶兰说，在网格问题点位
拆除中， 因为加班加点经常错过哺乳时
间，家人不得不带着孩子送到现场哺乳，
自己满是内疚，但看到经过自己的参与，
原来脏乱差的场所变身为环境优美 ，充
满古朴历史味道的街景时， 还是感到十
分高兴。

“作为网格的一份子，我就要对这个
网格负责，让群众满意，才不负他们对我
们的信任。 ”镇干部舒春芳兼顾镇内工作
的同时，日日下网格。 他兢兢业业、一丝
不苟的态度得到了洪府前村民的肯定 ，
而他也从今年初的白面书生变成了黑
“小老头”。 因为网格内任何事情都亲力
亲为，不打伞、不戴帽 ，他的皮肤出现了
大面积的晒伤，小城镇整治结束后，他住
进了医院。

11 月 16 日， 记者慕名来到这个
网红的小村庄打卡，感受户九枫叶红，
农家秋晒忙的乡村景致。

车过缙云县七里乡， 就开始沿着
小路盘旋而上，道路两边层林尽染，秋
意浓郁。 7 公里村道一晃而过，山顶转
弯处，老屋、枫树随之而来，一个古朴
的乡村呈现在眼前。

二三幢新房的后面是几十幢依山
而建、黄墙黑瓦、错落有致的老房子，
房屋后面的山坡上，一排枫树耸立着，
树枝上满是渐渐变红的叶子， 如同油
画一样，令人驻足欣赏。村中空地上停
着十多辆小车， 众多游人正在房前树
下游玩、拍照。

户九村有枫香、红豆杉、苦槠等古
树名木， 其中最壮观的是村西数十棵
树龄在二三百年以上的古枫香， 枝繁
叶茂生机勃勃， 成为户九人世世代代
繁衍生息的写照。 缙云摄影爱好者周
之祥介绍，户九的枫叶、黄墙、秋晒等

有机组合，最具特色，他关注户九已经
十多年，每年秋冬时节都要来拍摄。

户九村距县城 7 公里， 因九户饶
姓人迁居于此，故名“户九”。 现存 70
多幢黄墙黑瓦老房子，有施、陈、赵、周
四姓 95 户近 300 人，常驻有 70 多人，
2010 年并入天寿村。 已经行走过缙云
93 个行政村的乡村记录者陈育斌一
边介绍， 一边带着记者穿行在弯曲幽
深的村巷之中，两侧黄泥墙满是斑驳，
田耙之类的农具和杂物随处可见，乡
村历史沧桑注目皆是。 不少老屋门前
屋内，都有村民正在忙着清洗番薯、削
皮、晾晒番薯干的身影。

在村边的晒台上， 几十张摆放整
齐的竹晒席上晾晒着一条条的番薯
干， 在阳光下显得金黄诱人， 随手一
尝，香甜可口。正在边上晾晒番薯干的
村民施坤才说，今年天气干旱，番薯产
量减产严重 ， 全村番薯干产量只有
5000 公斤左右， 比常年减少三分之

二。 他家今年只有 150 公斤左右，价格每
公斤 30 多元， 每年全村番薯干不用外出
推销， 就全部被来村游玩的游人采购一
空，秋冬晾晒番薯干已经成为村中留守村
民的一个增收渠道。

据了解，户九地处高山，地多田少，适
宜栽种旱地作物，多产毛竹、板栗、油茶、
茶叶、番薯、玉米等作物。 靠近村庄的都是
山地，非常适宜红薯、马铃薯等作物的生
长。

户九人制作番薯干历史悠久，每年秋
收时节， 家家户户都将收获的番薯洗净、
刨皮、切块、煮熟、晾晒、回锅蒸，再晒、再
蒸、晒干，如此反复数次后，就成就了外形
如金条，色泽赛琥珀，软糯甜香似饴糖的
美味可口山珍———番薯干。

红枫林、黄墙黑瓦、番薯干，户九小村
落中的一山一树，一墙一瓦间，让那些忙
碌的人们到此仰望蓝天白云，呼吸清新空
气，感受秋色美景，品味乡村薯干，体会可
以触摸的乡愁。

记记 者者 孙孙晓晓敏敏
通通讯讯员员 陈陈 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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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秋冬
季节， 海拔 488
米的缙云县七
里乡的户九自
然村就因地处
高山之中，几十
棵百年枫树环
抱数十幢黄墙
黑瓦老房子而
成为别样的乡
村风景线，吸引
众多游客来此
欣赏秋天的金
黄。

户户九九枫枫叶叶红红
农农家家秋秋晒晒忙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