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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乡村振兴聚焦乡村振兴

10 年前指导村民开农家乐，10 年后带
着村民发展“整村民宿”。在这次采访中，
云和紧水滩镇金水坑村党支部书记叶端伟
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63岁的他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奋斗
20多年，将“脏乱穷差”的落后村，发展成新
农村建设的“领头雁”、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情系群
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体现
了基层干部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创新实
干、尽心尽责的宝贵精神。

去年底，再次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的叶端伟借着云和湖环湖绿道的东风，带
着库区移民村——三望潭自然村的村民打
造“整村民宿”。

新时代，呼唤更多像叶端伟这样的基
层干部，争做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让一个
个村庄改善面貌，让村民们过上小康生活。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农村要发展好，必须有好班
子和带头人。叶端伟就是发挥“头雁效应”
的典型例子。他怀着满腔热忱，注意方式
方法，从清偿村集体办厂负债做起，从动真
碰硬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做起，一举定了
人心，重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村
委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在他的带
领下，金水坑人均收入已近 3 万元，在决胜
全面小康的大考中取得了亮眼“成绩单”。

做好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要有心系
群众的为民情怀，以推动乡村发展为己任，
切实为群众谋福利；要有以问题为导向的
务实态度，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
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牢牢抓住改革发展
的“牛鼻子”；要有啃硬骨头的信心决心，直
面问题不推诿不回避，不等不靠、主动化
解；要有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观察经济社
会大势、分析市场需求趋势、研究自身发展
态势，找到乡村振兴、群众致富的发力点和
突破口。最为关键的是，要不断加强和改
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
富，决定着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
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质量。推动乡村振兴这项崇高事业，我们
需要更多的叶端伟，期望看到更多的金水
坑。基层党员干部要对标榜样，做到信念
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
过硬，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
力的举措，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振兴乡村
需要更多“领头雁”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严沁 王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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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答卷新时代答卷用奋斗书写用奋斗书写

农业产业生机勃发，村庄环境优美宜居，乡风民俗淳厚
朴实，广大农民安居乐业……走进丽水乡村，随处可见一幅
幅“产业兴、生态美、乡风淳、社会安、百姓富”的幸福画卷。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每一幅乡村发展画卷的背后，都
少不了挥洒汗水的群像：各地基层干部纷纷建立“消薄增收”
责任制，挂上“周研月督季考”作战图，施展“十八般武艺”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掀起了干事创业热潮。

龙泉宝溪乡溪村复兴千年龙窑激活乡村文化魅力，遂昌
龙洋乡九龙口村“移民村”变“景区村”，缙云县舒洪镇仁岸村

“以地换木”打造美丽乡村……
梦想无疆，凿路前行。记忆中的乡村，乡愁中的田园，正

日渐成为现实中的美丽幸福家园。
日前，记者采访了 4位奋斗在乡村一线的基层干部，请他

们说出自己的奋斗故事。从中，我们看到了广大基层干部面
对考验的抉择、挺身而出的担当、无怨无悔的坚守。

曾志华：让山村成功变“网红”

43岁的曾志华，原先在外经商，十多年前返乡当“村长”，
六年前上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挂帅的村，名为溪头村，地处
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源头，距龙泉市区有一个半小时车
程，是典型的“山头村、边远村”。

2013年，一场国际双年展改变了溪头村的命运。来自 8
个国家的 11位顶级建筑师，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
在这个最偏僻的小山村里，创作了充满艺术感的 15 栋竹建
筑。一炮走红后，溪头借势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步入了
快车道。

去年，溪头村仅“古窑里”一家民宿，营业额就超过 200万
元。而“引流神器”，则是每月举办的传统龙泉青瓷烧制。回
顾发展史，曾志华深有感慨：“山还是那座山，关键就看怎么
做好山的文章，这得一盘棋来考量。”

在曾志华看来，美丽乡村要有乡愁，也要有文化自信。
溪头村是近现代青瓷古龙窑集聚地、仿古青瓷的发源地，青
瓷文化历史悠久，保护好了，溪头就有底气走向世界、闻名世
界。为此，他积极争取乡里和青瓷艺人们的支持，对村中濒
临破坏的 7支古龙窑、李家大院、陈家大院等青瓷历史文化遗
址进行全面修缮保护。

为了让修复好的龙窑重燃炉火，曾志华想出了网上众筹
的点子。在他的倡导下，2019年 12月溪头村在“众筹”平台上
发出了“跟我一起烧一窑青瓷”的倡议，不到半个月就吸收了
400多人“入股”。去年 1月，全国各地青瓷粉丝在溪头村见证
了第一窑众筹青瓷作品的出炉，以美丽乡村建设闻名的溪头
村，再次以青瓷文化、古龙窑烧制技艺成为焦点。

在浙江省美丽城镇办公布的 2020年度新时代美丽城镇
建设省级样板名单中，宝溪乡榜上有名，这也是溪头村美丽
城镇建设取得的又一成果。通过努力，溪头村已成功创建国
家 4A级旅游风景区，村民开办农家乐近 20余家，游客量从原
来的几百几千激增至年均的 1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3000
余万元。

戴向伟：树起乡村旅游的招牌

新年伊始，寒潮来袭的遂昌气温骤降，当村民都窝在家
取暖时，龙洋乡九龙口村党总支书记戴向伟却顶着风雪，前
往乡里对接工作。

几年前，遂昌启动农民异地转移工程，在九龙口村安置
附近大山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百姓。当时，担任村委会主任
已有 3年的戴向伟辞去了 10余万元年薪的元立集团纸箱厂
厂长职务，回村接下了这一重任。

“村庄要振兴，关键是改变面貌、发展产业，所以得在建
设之初就立足特色、展现风格，才能在未来形成竞争优势。”
戴向伟计划将房屋统一建设成为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但出
乎他意料的是，久居深山的村民却格外中意小洋楼。

怎么办？只能挨家挨户做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第
一幢徽派房屋建了起来，村民见建筑风格与山乡环境非常匹
配，便纷纷接受了他的理念。

“把村庄作为景区村打造，把乡愁作为文化经营，让大家
都能生活在花园乡村里。”这是戴向伟建设乡村的初衷。为
此，他一方面利用“三改一拆”“六边三化三美”、美丽庭院和
美丽乡村建设等契机开展环境整治，提升村庄面貌；另一方
面充分融合武术文化、龙排文化、长粽文化涵养村庄气质，激
活发展动力。短短几年间，九龙口村完成了青石板道路、九
龙大舞台、文化广场、清水平台等设施及亭台楼榭、碧水进
村、玫瑰花园等景观的建设。

如今，九龙口村已经成为浙江省 3A级景区村，并先后荣
获国家森林乡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丽水市 2017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

村民变美是基础，村民致富才是根本。在戴向伟的带领
下，村民积极发展农家乐民宿产业，村里还谋划了研学项

目。2017年、2018年，戴向伟更是带着龙排和长粽两度登上
央视，为提升九龙口村知名度、打响乡村旅游招牌、促进村集
体和村民“双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九龙口村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33.2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10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则超过了 1.5万元。

鲍朝火：小村庄的文化情结

在位于海拔 850米高山上的松阳四都乡陈家铺村，上百
幢黄泥房形成垂直崖居村落。过去，延绵的群山阻断了村民
的致富梦想，大家都想走出大山。10多年间，近半村民陆续
背井离乡，村里只剩下 40多位老人。

蝶变始于 2012年。外出经商的鲍朝火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破旧的黄泥房化身雅致的书店、民
宿，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增长，村集体和老百姓也有
了生财之道，房子有收益，村里能就业，土特产还卖出了好价
钱。

“即使不是新衣服，也要穿得干净整洁。”鲍朝火从这样
的点滴小事着手，逐步改变村民的生活观念。为了保持村容
洁净，他开出高于邻村两倍的工资雇请专职保洁员，“村里出
不起这个钱，我来垫付。”

几年过去，昔日污水横流的村庄已面貌一新，村民在房
前屋后种上了花草，接受卫生检查时，陈家铺村一直名列全
县前茅。村庄变美了，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开始吸引
越来越多人前来洽谈投资。

2016年 5月 18日，被誉为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的先锋
书店签约陈家铺，“陈家铺平民书局”正式入驻。在品牌的带
动下，云夕MO+国际共享度假办公空间、飞茑集精品民宿等
项目纷至沓来。

一心筑巢引凤栖，陌上花开蝶自来。陈家铺村从此开启
了外来工商资本助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国际共享度假办公空间我们村集体占 8%的股份，还有
房租的保底收入。”谈及现在村里的产业发展，鲍朝火信心满
满，“项目全部完成后，每年能给村集体经济带来 30余万元收
益，还能增加 100多个就业岗位。”

何伟峰：村庄当成景区建

前不久，缙云县舒洪镇仁岸村圆满完成村委会换届选举
工作，101个党员参与投票，何伟峰以 97.9%的得票率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实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村民对他的支持，发自内心。
从 20岁到 50岁，是何伟峰的“幸福岁月”——他带领村子

一步步跑起来，从脏、乱、差到绿、富、美，从全县人居环境排
名倒数第一到全国第一批绿色村庄、国家 3A旅游景区、浙江
省文明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仁岸的每一
年，都不一样。

2010年，原先的仁岸、清井湾、半衣坤、季坑四村合并，新
仁岸村党委书记的重任，压在了何伟峰肩上。并村之初，村
集体年收入仅 2000元，村办公楼，是一座水力发电站旧址，开
会和办公，都挤在一个 30平方米的小间里。

那年，全县举行环境卫生评比，接连两个季度，仁岸的环
境卫生都排在倒数第一。刺眼的排名，触痛了何伟峰的心。

治污，势在必行。单是露天粪缸，村里就有 300多个，此
外还有 9间散乱的猪圈分布各处，污水不是流入溪流就是溢
满道路，蚊蝇乱舞、恶臭熏天。

拆，谈何容易？家里、村里都未安装排污系统，粪缸成了
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怎么拆？

何伟峰迎难而上。把村子当成景区建设，“五水共治”是
他眼中最重要的时代机遇。治污、建设，都离不开钱，而此时
的村集体囊中羞涩。作为党员，何伟峰带头众筹，率先捐出 1
万元，大家的热情瞬间高涨，13万元很快筹集到位。

他组织村里成立“治污办”，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拆除
的猪圈按平方数补偿村民。为了清理露天粪缸，他一边在村
里建起统一的排污系统，一边游说各家新建卫生间，同时在
村里建立公共厕所。短短半年，300 余个露天粪缸全部“消
失”。

村里的防洪堤建成后，两岸绿化因资金问题迟迟无法开
展，何伟峰找到一家育苗场，达成“以地换木”合作协议——
由仁岸村出资对土地进行整理，育苗场免费提供苗木在规定
地块种植。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被村集体收购的苗木，苗场
可以进行买卖，但土地不能留白，需种上新的苗木，完成绿化
修复。

不花一分钱，仁岸村 30亩河边和村边地块绿意盎然。
站在新的起点眺望未来，每一位基层干部不惑于心，不

惮于行，锚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方向，以奋斗之姿擎起乡村振兴的大旗，书写精彩
的发展篇章。

基层干部群像基层干部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