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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融媒体报道

□本报记者 郑亚楚 徐慧芳 文/摄

每年六七月，是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

道荷湖村最美的时候，后畈湖公园内荷叶

田田，花香阵阵，石拱桥苍雅质朴，活像一

个“小西湖”。

“伢村里搞得蛮好格，正月十五送汤

圆，端午发粽子，中秋分月饼，每半年还发

一次大米、油、酱油。”7月20日，村民傅来

法提到村里各项福利时，自豪感油然而

生，“我今年75岁，除了退休金外，村里每

月还额外给我80元呢！”

荷湖村是当地有名的共富村，拥有全

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村、全国示范农

家书屋等多张“金名片”。村庄发展早、定

位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村“两委”的

带领下，荷湖村办起了第一家石料厂。紧

接着，村里还先后建起了有酿酒、建材、纺

织、陵园等企业 19 家，

其中规上企业 3 家，

村级产业实现规模

化和多样化。荷

湖村开始走上

一 条 工 业 强

村 的 致 富

路。“村集

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连续 3

年 突 破 1000 万

元，去年经营性收

入 达 到 1328.19 万

元，同比增长18.53%。”

村党支部书记傅国彪说。

在村口的小卖部，老板娘陈金芬告诉

记者，今年最高兴的事儿之一，就是拿到

了村里的股金分红。“我们家三口人，有

3.6万元，比我半年收入还多。”她说。

为了让每一位村民共享发展福利，荷

湖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由村支书担

任法人，村民成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社

员，村里将土地和厂房出租给企业，使资

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共同享有合作社

的各种福利分红。今年1月24日，荷湖村

进行第三次红利共享，分红金额每股 1.2

万元，总分红金额达2400多万元。

经济富了，精神文化生活也要富，这

样的新农村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在村里，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屋

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村路宽阔整洁，公

共厕所没有异味，景观绿化错落有致。“从

2008 年 1 月起，我们坚持开展‘双争’活

动，即党员争做‘五心人’、农户争创‘五星

户’，并据此进行奖惩。”傅国彪介绍，所谓

“五心人”是指先锋模范心、牢记宗

旨心、勤政廉洁心、开拓创新心、

民主理事心；“五星户”是指爱

村守规、文明和谐、环保卫

生、护水参与、垃圾分类等

村级五星荣誉。每年，

村里都要对 500 多户

村民进行评定。“去

年被评为‘五星户’的，

福利发放标准是每人650

元。”

“我们还以‘双争’活动

为载体，将村养老金的额度与

村集体经济收益动态挂钩，同

时，月养老金的兑现与‘五星户’的

争创考核直接挂钩，从而调动全体村民

合力共建新农村的主动性。”傅国彪说。

去年 11 月，荷湖村还选出了一批热心的

退休干部担任人居环境督导员，在村里

宣传环境卫生，引导村民养成文明生活

习惯。现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环境卫

生各自负责，公共区域有生活垃圾、堆积

物，村民也会主动收拾，村容村貌得到很

大改观。

如今，荷湖村的党员干部争做“五心

人”，农户争创“五星户”，群众文化生活

日益丰富，乡村文明蔚然成风……荷湖

村正向着人文魅力乡村迈进，书写崭新

篇章。

专家点评：

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秘书长徐建群：

仓廪实而知礼节。荷湖村依托自身资源

起步，发展工业，走上富裕路，进而提升人

的文明素质，获得全国文明村，发展步伐

稳健。该村通过资源出租等经营模式，有

效避开了村集体直接经营的市场风险。

在不卖地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经济较快发

展，村民福利较快增长，村民获得感、满意

感全面提升，其经营方式值得各地借鉴。

当然，其在一些管理机制上，比如将“养老

金”与相关争创

考核挂钩，出发

点值得肯定，但

具体细节需要在

当地农村集体经

济管理部门的指

导 下 进 一 步 完

善。

越城荷湖村：“五心”带“五星” 乡村添魅力

□本报记者 郑亚楚 徐慧芳 文/摄

“花园真好！”2003 年 6 月 11 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东阳市南马镇花

园村视察时这样称赞。

18 年过去了，7 月 21 日，记者来到花

园村，看这座“中国农村第一城”又发生了

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步入花园村，记者看到，柏油马路宽

阔整洁，花园红木长廊规划有序，巨型摩

天轮缤纷夺目，商业中心应有尽有……

“现在的花园村已今非昔比，先后获得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新农村建设A级

学习考察点、全国文明村、全国模范村、中

国十大国际名村等荣誉称号。”花园集团

媒体中心副主任周振平自豪地说，“现在，

花园村村民每人每月能领到25斤大米、2

斤食用油、2斤鸡蛋、2斤猪肉，还有建房补

贴、数字电视收视费、电话月租费等30多

项福利，在花园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实干兴业，对花园村而言，亦是如

此。1981年，时任生产大队大队长、现任

村党委书记的邵钦祥等3人筹资1500元，

办起了村里第一个蜡烛厂，“第一年就赚

了 2500 元，我马上给村里装上了电灌设

备。”邵钦祥说。尝到甜头的他，又陆续开

办花园服装厂，组建浙江花园工贸集团公

司，上世纪 90 年代，花园集团正式成立。

现在，花园村的产业涉及医药化工、房地

产开发、建筑建材、木制品制造等多个领

域，还有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生产基地、

全球最大的红木家具市场。2020年，花园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20 亿元，利税 13 亿

元。

几十年来，花园集团一直用工业反哺

农业农村发展，将企业利润支持村集体事

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村庄旅游业也发展得有

声有色，花园村成为浙江省首个村级 4A

级旅游景区，推出了中国名村考察游、红

木家具采购游、生态休闲观光游等6条旅

游路线。”周振平说。

夏日炎炎，花园水世界人头攒动。海

浪池、大喇叭、水寨、彩虹滑梯……游玩项

目丰富多样，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听

说这里环境不错，就带着孩子来玩了。”当

天，家住金华市金东区的吴慧开了一个多

小时的车，特意来花园水世界“打卡”，她

说，“这里价格实惠，项目又多，孩子玩得

开心，这趟来值了。”2020年，花园村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370万人次。

“城市居民有的，花园村民也有；城市

居民没有的，花园村民也有。成为花园村

村民，如今已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邵钦

祥说，“历经几十年的创业拼搏，现在的花

园村已合并了周边 18 个村庄，家家住新

房，户户在创业。去年底，1.4万名花园村

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4.2万元。”

在花园铜业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

“新花园人”洪岩。2014年，他从辽宁千里

迢迢来到花园村，7年多过去了，他现在有

房有车，是企业的高管人员。讲起在花园

村的生活感受，他赞不绝口。“村里有购物

中心、免费公交，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学

费全免，日子不要太舒服。而且这里干事

创业氛围好，只要肯干、肯吃苦，就会有回

报。”洪岩说，“看到我生活这么滋润，老家

每年有两三个朋友经我牵线来这边发展，

他们也想在这安顿下来，时间最长的已在

这里待了6年了。”今年年初，满足各项落

户条件后，洪岩将户口从辽宁迁到了花园

村，正式成为花园村的一员。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走在共同

富裕实践前沿的花园村，早早定下了自己

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到

2035年，花园村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要

达到20万元，把花园村建设成世界上都知

名的富裕、美丽的农村，让花园村民成为

拿到全世界来衡量也是富有、幸福的农

民。”面对未来，邵钦祥踌躇满志。

专家点评：

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秘书长徐建群：

从“东阳花园”，到“中国花园”，如今花园

人的目标是“全球花园”。40年的辉煌路，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得益于花园

人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我们很高兴从

采访中看到“新花园人”说，这这里“创业

氛围好”，相比殷实富裕的物质生活，花园

村持续的干事创业精神更是一笔巨大的

财富，而这种氛围的形成，有利于本土花

园人的精神传承，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新

花园人”来这里干事创业，从而推动花园

村的各项产业发展能持续更新迭代，确保

“花园”始终欣欣向荣，实现更高层次的共

同富裕。

东阳花园村：人人争创业 幸福代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