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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晚上，景宁大漈乡茶林
村村民潘文娥打开自家电视，发现电
视上出现了一则关于村级财务的新
信息：2020 年 9 月，村集体采购了五
支笔，共花费了 5元钱。

一个小山村，为什么 5元钱也要
向村民公示？

茶林村距县城 46.5公里，是一个
海拔千米的高山村，共有 608 名村
民，其中党员 32 名。据介绍，34 年
来，该村没有一名党员干部因违纪违
规问题被问责，没有发生一起县级以
上信访事件，没有一名村干部及近亲
属违规承包本村工程项目。

34年能持续保持“三个无”，即便
在全市，也实属难得。茶林村是怎么
做到的？

风清气正：报销一支笔也得
走规定流程，村级财务情况家喻
户晓

在茶林村，即便村集体购买了一
支笔，也得村乡两级层层签字，才能
报销。

先来看看笔的报销流程。
今年 9 月，茶林村村集体买了 5

支水笔，花费了 5元钱。经手人去报
销，得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请村
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签字，最后上报乡里分管领
导。

茶林村的村级财务情况和自村
的“家底”，大部分村民心里基本有个

数。因为，每个季度，村民在家里的
电视上都能看到村集体经济的每一
笔收支情况。

为什么要让村级财务情况和“家
底”家喻户晓？

林启旺，曾连续 34 年担任茶林
村党支部书记，2007 年—2013 年连
续 7年获得浙江省级科技示范户、浙
江省千名好支书和省新农村建设带
头人“金牛奖”等荣誉称号。

11 月 3 日，这名老支书对记者
说，在农村，如果村里的经济账管不
好，那么，这个村就会“烂”掉。

他口中的这个“烂”，是指村里的
党员干部违规违纪，在村民中失去了
威信，影响了口碑。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林启旺

从 1986 年担任村支书起，就严格执
行村级财务制度，每个经手人必须过
三关，相关支出才能实报实销。

2003年，曾担任茶林村村委会主
任的张某拿着一张单据前来报销。因
为说不清 1万多元款项的去处，村两
委干部不讲情面，按规定不给予报销。

除了严格执行村级财务制度，林
启旺和其他村两委自上任之时就向
全村村民承诺：村干部及近亲属不违
规承包本村工程项目，不从中牟利。
据介绍，2017年至今，茶林村共涉及
多个总价为 2000 余万元的工程，村
干部与及近亲属都没有违规承包。

正是因为把好了经济关，茶林村
村两委和党员队伍风清气正，赢得了
村民的信任和好口碑，满意度不断提

升。因此，34年来，该村没有一名党员
干部因违纪违规问题被问责，34年来
也没有发生一起县级以上信访事件。

创新管理：实打实践行党员
积分制，涌现出一批为民好党员
好干部

从 2017 年起，茶林村创新党员
管理机制，对村里 32 名党员实行党
员积分管理。

在该村党员积分管理手册上，每
名党员每个月的学、做情况都详细记
录在册，每隔半年进行一次考评；对
于村主职干部的履职实绩，每一天做
了什么事情都要登记。到年底，评比
出村级优秀、合格党员，并进行公示。

在林启旺的党员积分管理手册
上，记者看到，去年 9 月，他观看了

《党员微心愿》，并积极认领了微心
愿；10月，学习党章和习总书记讲话
精神，还清理了村里的污水沟……不
仅仅是他，全村党员每个月、每天的
学、做情况，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林启旺对记者说，这项党员管理
机制，用党的纪律有效地约束党员干
部，使得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符合规
范。同时通过评比的方式，使得党员
干部即便身处小山村，也能形成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干事氛围。

“3年来，茶林村实打实践行党员
管理机制，保持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积极推动了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林启旺说。

1986年起，林启旺开始担任茶林
村党支部书记。任职 34 年来，坚持

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创新发展思
路，和村两委一起立足农村实际，带
领群众学科技、学技术，积极做活

“山、水”文章，努力促进农民增收，促
进全村经济大发展。

2003年，林启旺率先带头引入了
高山冷水茭白，以自家的水田作为试
验田搞起了茭白引种。由于茭白经
济效益好，第二年，茭白种植大面积
推广普及开来。

十几年下来，茶林村茭白的种植
面积连年翻番，村民的收入每几年就
翻一倍，尤其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委县
政府及乡党委政府的多项政策扶持和
省农科院的紧密帮助下，该村茭白亩
产最高达到了每亩1.5万元，成为了当
之无愧的“金杆子”。茶林村也由此成
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小康村。

一个好制度，能在制度层面规范
党员干部，而一名好支书，则能引领
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好制度和好支
书，则锻造了一支清廉铁军。

1998 年，茶林村被景宁县委授
予“创五好奔小康示范村”荣誉称号，
2004 年村党支部被评为县级先进党
支部，2005年被中共浙江省委评为省
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刚刚当选的茶林村党支部书记
梅祖平表示，他将继续沿着老支书趟
出的路子，带领村两委和全体村民走
向更加富裕的明天。

清风徐来，茶林村到处是秀丽的
田园风光。一条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的康庄大道，正向更美好的远方延伸
开去。

采购五支笔也公示

34年没有党员干部违规，景宁茶林村是怎么做到的？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王
雯静 周琳 叶冬军）“阿姨，您的身份
证办好了，今天刚寄到，我顺路给您
带来了，要放好哦！”近日，松阳县公
安局大东坝派出所户籍民警王萍来
到蔡宅村杨新娇家，给她送来了刚刚
申领成功的居民二代身份证，自此，
在历经了二十余年“查无此人”后，这
位花甲老人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新身
份”。

2018 年 11 月的一天，一位有些
驼背的老大爷来到松阳县公安局大
东坝派出所，询问申报户口的事情，
接待他的正是户籍民警王萍。在一
番询问后，王萍得知，老人姓阙，19年
前，他在村里遇到了正在四处流浪的

杨新娇，由于后者存在交流障碍，无
法说明自己的来历，阙大爷便收留了
她。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阙大爷越
发担心起杨新娇的户口问题。

“2018 年那会，还无法全国性大
面积进行人像排查，因此不能查证她
是否在外地就有户口。”王萍向记者
介绍着这个案例的复杂性。她介绍，
根据我国户籍政策，户口必须具有唯
一性、准确性、权威性，因此民警要做
大量核查工作，才能确定是否为她进
行户口申报。然而，2019 年 8 月，阙
大爷因病去世，只剩下杨新娇一人生
活，没有身份的她无法申请低保也不
能享受医疗保障，生活十分困难。

“我把杨新娇的问题记在自己的

工作备忘录上，一有空就跟同事、领
导探讨研究解决方案，也一直在查找
有没有相关的工作案例。”两年来，王
萍一直惦记着杨新娇的户籍问题。
今年，转机终于出现了。

今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
后，王萍马上将杨新娇的情况向上
级指导部门做了汇报，并经县市相
关部门领导讨论后，确定了杨新娇
的户口登记方案。十分高兴的王萍
随即联系了杨新娇及其看护人，为
其采集了血样、指纹等信息。

“谢谢你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件
事，现在身份证拿到了，我准备帮她
去申请低保，然后帮她把医保交了，
她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阙大爷

的弟媳蔡秀连激动地说。
据悉，近年来，松阳县公安局根

据国家、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先
后为县域内难以落户的各类人员解
决户口登记问题 980 余人。今年第
七次人口普查工作启动以来，共核查
清理身份信息存疑人员 419人，其中
重复户口 50 人，出国 2 人，失踪 106
人，死亡 250人，服刑 11人，解决无户
口人口 19人。“户籍工作涉及到千家
万户，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
作，我们户籍工作人员，就是要从老
百姓的需求出发，以人为本，为他们
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松阳县
公安局行政许可科科长鲁莉英说。

历经二十余年“查无此人”

松阳花甲老人喜获“新身份”
记者 姚驰 通讯员 吴俊杰

84 岁的任启年头发又白了
一些，可他的脚步却没有随着年
岁的增加而放慢。1998 年从县
人大退休后，任启年一直为景宁
的发展贡献余热，奔波不停。特
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他
更是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精力，
都投入到了故乡的发展中。

前两天，任启年又回了一趟
故乡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高演
村，就为了看一眼年初谋划的乡
村振兴项目——高演村耕读馆的
建设进度。这个项目在任启年心
中的分量很重，被他视为高演村
的“博物馆”，建成后高演村千年
古村的沉淀、“诗礼传家，书香继
世”的文化就有了传承。为此，任
启年还要经常与村班子联系，为
老家的项目建设出谋划策。

在职时兢兢业业，退休后忙
忙碌碌，任启年的心里，对故乡
有着一份难舍的情怀。“我们高
演村是一个千年的古村落，老祖
宗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如果没
能将这份财富传承、保护、利用
好，那高演村将再次错失发展的
良机。”任启年说，自己作为高演
人，理应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这些年，任启年为家乡发展
马不停蹄、殚精竭虑，自 2014年
起，老人已专程返回高演老家
150 多趟，为家乡发展出谋划
策、贡献力量，办成了一件又一
件事关乡村振兴的实事、好事、
长远事。

他与在外的乡贤组织谋划
高演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等重大事宜。通过集合乡贤

力量，积极争取各方支持，修建
了进村公路，改善了交通条件；
对村中的孝诚宫、钟楼、廻龙桥、
清风桥、行宫等古建筑重新进行
修缮，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改
变。

为了让高演书香得以传承，
任启年倡导村民重视乡村精神
文化建设，并助力该村成功建成

“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创建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高演村
还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他组织村里连续 6年举
办“乡村春晚”，其中《九人十贡》
编排为情景剧搬上舞台，多个节
目接连 3年代表梧桐乡参加“全
县农民艺术大汇演”均获金奖。
任启年也被评为市、县两级春晚
带头人。

高演村党支部书记任林君是
这样评价任启年的：“高演人的心
里，他既是村里的灵魂人物，也是
高演的精神标杆，以他的创业、干
事激情激励感染着每一个高演
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耄耋之年，任启年仍然践行着自
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担当，他
不仅赢得家乡父老的信任、尊
重，更先后被评为“畲乡好人”

“丽水好人”“浙江好人”“乡村振
兴——丽水先行 2018年度贡献
人物”“丽水市第六届道德模范”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
荣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共产党员”四个字做了最好的
注解。

任启年：

乡村振兴路上的
“银发追梦人”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季丹）11月 23日，“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在嘉兴乌镇开幕，
大会聚焦数字赋能、共创未来，集中
呈现了互联网技术最新成果。值得
一提的是，龙泉青瓷再度作为大会定
制礼品被赠送给世界各国政要及全
世界互联网企业“巨头”，这也是龙泉
青瓷连续第七年闪耀大会。

省工艺美术大师王武已经第七
次带着青瓷作品走进了互联网大
会。他介绍，这次入选的作品名为

《家园》，是特意为此次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所制作。作品以圆形花器为基

本造型，通体施粉青釉，外圆壁以镂
空手法装饰，内圆壁以写意之法雕刻
乌镇水乡老屋。作品整体创意来自

“地球家园”之意，寓意家园和祥和安
宁。“对每个人来说，‘家’的意义在这
场疫情过后，显得更加重大。通过这
件作品我想把‘家’的意识传递到世
界各个角落，让各地人民以小家的团
结成就大家。”王武说。

龙泉青瓷“新锐设计师”叶芳一
直梦想着让青瓷这门中国传统技艺
迸发出新的光彩。今年，她再次带着
作品《视·界》昂首阔步迈上互联网大
会这个世界舞台，作品以“重要窗口”

为理念，向世界传递了积极向上、奋
发进取的时代精神。“作品谐音世界，
开窗以千年古镇建筑为形、千年青瓷
文化为魂，彰显了乌镇追求卓越的创
新精神，展示了中国包容大气的开放
形象，呈现出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趋
势。”叶芳说，“数次入选世界互联网
大会，是对我作品的肯定，也是对龙
泉青瓷的肯定。”

《粉青釉菱花式经瓶》运用了乌
镇菱花窗的造型理念作为题材，全器
满施粉青釉，瓶小口、短颈，宽圆肩，
敛腹，扁圆。这是省工艺美术大师陈
勇此次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礼品的

作品。1984年出生的陈勇，师从工艺
美术大师陈爱明，学习龙泉青瓷造型
设计，传统手拉坯技艺和“跳刀”纹
饰、“印叶”纹饰等现代陶瓷艺术。学
满两年后，他就开始在全国各种陶瓷
艺术品评比中崭露头角，获得各种奖
项。

而“80后”青瓷艺人张浩以作品
《路路亨通》脱颖而出，被成功贴上世
界互联网大会礼品作者的标签。作
品通过青瓷的温润与鹿的灵动相遇，
使其极具审美情趣和内涵境界，也体
现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张
浩介绍，通过 3 个多月的精心设计、
制作、烧制，终于把多年来一直想做
但又有一定烧制难度的作品完成了，

“鹿与路同音，借‘路路’亨通的寓意，
沿着‘一带一路’，秉承互联网的新理
念，走向美美与共的未来。”

龙泉青瓷连续七年闪耀世界互联网大会
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程鹏鹏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云和
人，虽然在外地工作生活，但我
绝不会忘记家乡的点点滴滴，此
次回来竞选村党支部书记，也是
希望发挥自己的优势多为家乡
发展贡献力量。”

在日前举行的云和县石塘
镇双港村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
中，乡贤李柏青满票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他激动地说：“家乡
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在外游子，我
们也理应回来‘反哺’家乡。”

作出石塘镇走出去的乡贤，
2014 年，李柏青独资收购了一
家位于浙江海宁的台资企业，创
办了浙江多元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帐篷布、雨伞布、箱
包 布 及 其 它 纺 织 品 生 产 和 销
售。目前，企业已实现年销售收
入 10 多 亿 元 ，在 海 宁 开 发 区
2000 多家企业中名列前茅。村
民们纷纷表示，希望这位在外创
业的乡贤能人能为村庄发展想
出金点子，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增
收致富的好路子。

在今年的村社组织换届中，
云和把换届工作与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谋划推进，树立“干中换、
换中干”鲜明导向，吸引在外乡
贤返乡加入村社队伍中，为乡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形成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助推乡村振兴。

有着 22年党龄的潘叶伟在

外奋斗多年，今年村社组织换届
选举，他毅然选择回到老家元和
街道梅湾村，投身到村庄发展工
作中。

潘叶伟动情地说：“我成功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绝不能辜
负村民对我的希望。梅湾村红
色资源丰富，还拥有包山老雪
梨等特色农产品，在今后做足
规划、做好项目，村庄未来值得
期待。”

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年
轻人有活力、有想法、有知识、有
才华，能为村庄发展注入新鲜的
血液。今年村社组织换届，云和
还积极鼓励引导靠得住、能干
事、有潜力、群众公认的优秀青
年乡贤成为候选人，回乡参加村
庄建设。

崇头镇栗溪村“90后”返乡
大学生钟刘玲懂规划设计、懂项
目建设，意向回乡发展。得知情
况后，镇里及时与其对接，希望
通过年轻人的思维让红色古村
重焕生机。

云和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当地已完成村社党
组织换届选举。下一步，将积
极着手落实“开门一件事”，增
强村社新班子成员为民服务意
识，解决群众关心的烦心事、揪
心事，切实帮助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在实干中树立威信、赢得
口碑。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形成干事创业好氛围——

乡贤返乡任“新职”创新业

日前，丽水市高级人才联合会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组织各位专
家，带着情怀大调研，心怀大服务，胸怀大展示，深入莲都区黄村乡池
岭、油竹坑等村落采风创作，用文艺形式宣传服务广大乡村群众。图
为黄村乡百姓与各位专家合影留念的场景。

记者 程昌福 特约摄影记者 於慧彪 摄

为守护好一方绿水
青山，近年来，国网龙泉
供电公司携手龙泉百余
家青瓷企业完成窑炉的
电能替代工作。图为电
力工人正在查看电窑炉
烧制青瓷情况。

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褚津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