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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浙浙””村行

扫码上“浙农号”

看融媒体报道

□本报记者 姚力丹 文/摄

“半山半水秀春妆，半乡半市家兴旺，

半文半武竞风流，半耕半读写诗章。”一首

“八半村”村歌，唱出了德清县洛舍镇东衡

村这座历史文化名村的秀丽风光与深厚

文化。

日前，记者走进东衡村，只见鳞次栉

比的民居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尽显江南

水乡的秀美。村民富、村庄美、产业旺，如

今的东衡村，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达到2835

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些天，村

党委书记章顺龙正忙着请专家为建设共

同富裕样板村出谋划策，村中心的二期项

目推进工作也在稳步进行中。看着效果

图上道路整洁、绿树环抱、别墅成排的美

丽乡村，他不禁感叹：“今天的美好生活来

之不易。”

十多年前的东衡村，到处是钻头与尘

土，这里曾聚集了18家矿企，无节制的开

山炸石，严重破坏了村里的生态环境。

2009年，村里下决心关停所有矿山，留下

的是3000多亩矿坑，村集体年收入一下子

从几百万元变成零。

为了让村集体再次富起来，寻找支柱

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成为当时东衡村的当

务之急。此时，钢琴产业进入了村民的视

线。钢琴制造是东衡村所在的洛舍镇的

优势产业，该村决定利用区位优势，转型

钢琴制造。

2009 年，原本经营矿山的俞荣仁转

型办起了钢琴厂。“刚开始也想不通，但

为了村子的长久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俞荣仁告诉记者，转型钢琴生产后的第

三年，自己的年收入就超过了原来开矿

的收入。

如今，位于东衡村北侧占地700多亩

的钢琴众创园，已成为洛舍钢琴小镇的核

心区，目前有46家钢琴企业入驻，形成了

钢琴研发、生产、销售、培训等完整的产业

链，年产值达2亿元，带动近千人就业。仅

租金一项，村集体每年就有1000余万元的

收入。

关停矿山、大胆创新，聪明勤劳的东

衡人在废弃矿坑上创出了钢琴众创园，种

出了千亩良田，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4年

在湖州市名列前茅，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

入达到4.2万元。

物质富裕，东衡村的精神也同样富

有。近年来，该村把移风易俗作为提升村

民文明程度的重要抓手，重新修订村规民

约，开展“传承好家风家训家规”活动，以

身边人、身边事引导构建崇德向善、诚信

友爱的社会风尚。“村规民约修订后，大家

的集体荣誉感变强了，邻里相处也更加和

睦。”村民朱璐璐说，如今村里还有乡贤参

事会、人民调解室，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

村里变得更加欣欣向荣。2020年，东衡村

还成功获评全国文明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在

东衡村，还有一家成立了7个年头的慈善

分会。上不起学、造不起房，生活有困难

的村民，都是慈善分会的帮助对象。村民

沈思琪曾是东衡村慈善分会的长期助学

对象，如今，刚刚大学毕业的她加入了村

志愿服务队，利用空闲时间参与村里文明

创建、纠纷调解、环境整治等各类活动。

“作为曾经的帮扶对象，我要把幸福传递

给更多的人。”沈思琪说。

“口袋鼓起来了，村貌美起来了，下一

步，我们还要通过高质量均衡发展做大

‘蛋糕’，进而加强二次分配分好‘蛋糕’，

力争成为全省共同富裕的排头兵和示范

村。”章顺龙说。

专家点评：

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秘书长徐建群：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

要保障。东衡村在矿山关停后，实现村集

体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案

例。发挥优势产业基础，实现产村融合，

是东衡村转型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东

衡村慈善组织的运作，“加强二次分配‘分

好蛋糕’”的理念，提升了富裕的共同性，

相信东衡村一定能打造出共同富裕的样

板村。

德清东衡村：废矿坑上，响起一个都不掉队的悠扬琴声

□本报记者 裘云峰 徐慧芳 文/摄

笔直的村道绿树葱茏，林立的别墅整

齐划一……近日，记者来到宁波市鄞州区

云龙镇上李家村，如果不是看到村口拱形

花园大门上“全球500佳国际环境保护村”

几个大字，还以为走进了城里的某处高端

别墅区。“能住在我们村里，让城里人都非

常羡慕。”上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德龙说。

1986年，上李家村建起了大型畜禽养

殖场，成为宁波市副食品供应基地。同

时，为解决猪粪鸡粪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

题，村里建起了大型沼气工程，畜禽废弃

物成为上好的农业基肥，所产的沼气能满

足全村村民的煮饭烧菜需求。“不见炊烟

起，但闻饭菜香。畜禽满圈舍，未见污水

流”成了当时的真实写照。1992年，上李

家村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

佳国际环境保护村”称号。

环境变好了，村集体经济

富裕了，如何让村民的生活

也变得更好？2008 年，上

李家村首创“统一规划、

统一政策、统一配套、

统 一 管 理 ，联 户 自

建”的“四统一联”村

庄建设模式。村干部

花了3个月时间，排查摸

底，对村庄进行全方位的

规划设计，划分出工业区、居

住区、配套设计区。在摸清村

情民意后，村里利用闲置土地建

起 1.8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对外出租，催生

出一批新产业集群。村里新房也同时动

工建设，2010年，151套靓丽整洁的连体别

墅建成。2016年，村里又建起了140套小

高层。“小高层作为廉租房出租给外来务

工人员，既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又给村

集体经济增加一笔收入。”李德龙说。

多年来，发展绿色经济始终是上李家

村的前进方向。2017年，上李家村按照绿

色低碳和循环发展的理念，成立了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引进宁波市首个

光伏发电项目，在厂房屋顶安装太阳能发

电装置，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创收100多

万元。

“原本村里都是老式木结构房，房与

房间距小，连辆小车都开不过。”村民赵烈

宏热情地邀请记者到家里参观，“村里统

一规划后，自己出了不到20万元钱，就住

上了200多平方米的三层别墅，我还在别

墅里加装了电梯，这样的条件，大城市里

也不多。”

“新村建起来了，还要让村民享受城

里人一样的配套公共服务。”这是李德龙

的信念。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新建了

1000 平方米的文化礼堂，

内设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健身室，还建起了

标准篮球场和羽毛

球场，满足村民学

习 、健 身 、娱 乐

的需求。村里

设 有 便 民 服

务中心，开通了

水 电 费 收 缴 、邮

件寄送、话费公交

卡充值等便民服务。

在这里，不管大事小事，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轻松

完成办理。村里还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

站，针对 70 岁以上老人推出一日三餐上

门送餐服务。“如今送餐服务已扩展到周

边的3个村50 多位老人。”李德龙告诉记

者。

开通“书记一点通”热线电话，是村里

的一大亮点。但凡村民有困难需要救助，

有纠纷需要调解，有疑问需要咨询，有问

题需要举报，有建议需要沟通，可以随时

拨打热线电话，李德龙和村里的党员干部

会第一时间出面解决，让群众深切感受到

“干部就在身边”。

在上李家村，村民能得到的红利远不

止这些。“村里的每个股东每个月有300元

的补助；表现优异的村民能拿到600元的

红包奖励；看病自费部分还能拿到不超过

2万元的补助……”随着李德龙把村民福

利一一道来，记者深深体会到了“让城里

人也羡慕”这句话的底气所在。

“经济发展是基础，新村建设是抓手，

党建服务是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李德

龙说，通过全村上下几年的努力，村集体

经济从原来的负债1000多万元发展到如

今的3000多万元积累，去年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35万元，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断

递增。

专家点评：

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秘书长徐建群：

上李家村曾经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

村民并不富裕且有较大规模畜禽养殖

业的环境中，于 1992 年获得“全球 500 佳

国际环境保护村”称号，难能可贵！这

里蕴含着朴素的资源充分利用理念、和

谐发展理念，前者演绎为村里 2017 年创

办的新能源发展公司、标准厂房资产，

后者演绎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全方位的

公共服务体系。在可持续发展上，上李

家村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书记一点通”，

干部就在身边，是村级治理的一种新境

界。集体经济是村民

共同富裕的重要保

障，上李家村通过做

好村民二次分配、承

担大量公共服务等形

式，筑实了共同富裕

的基础。

鄞州上李家村：四统一联，造出让城里人也羡慕的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