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摘登

孙根荣来稿说，网上购物很方便，但也有烦恼，

由于派送时间和收件人方便收件时间不能匹配，快

递员只能将要派送的物品暂时寄放在附近便利店、

村委会门口等处，导致错拿、丢件、破损等问题时常

发生，这让杭州萧山区进化镇华家垫村不少村民很

苦恼。

围绕村民快递取件难问题，该村第一时间召开

村民代表会议，就引用安装快递柜相关问题充分征

求村民意见。随后，村委会与丰巢公司商谈并签订

合作协议，在村委会旁边广场安装了智能快递柜。

快递柜在华家垫村顺利安装并投入使用后，村民只

需要凭取件密码，就能随时轻松取件，再也不用担心

丢件、淋湿破损了。

从5月份开始，一个又一个快递柜在萧山进化镇

的华家垫村、平阳村、欢潭村、大汤坞新村、傅墩

村……悄悄出现，群众的呼声有了着落。

然而，有的村委会对村民的呼声既不理会、更不解

决，只是当做耳边风一阵吹过。村民的不少合理建议

到了他们那里不是被拖着，就是石沉大海，杳无音

信。相形之下，进化镇这些村委会直面存在问题，积极

回应村民呼声的做法，值得各地农村基层组织借鉴。

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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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红色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思考
——以建德市梅城镇千鹤村为例

千鹤村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产业

导入、村庄运营等转型期的阵痛。安吉余村是绿色发展

振兴乡村的典范，千鹤村和余村具有相同的地貌和交通

区位优势，不妨借鉴余村的成功经验，利用得天独厚的红

色资源，提升自主造血能力，走产业振兴之路。

千鹤属于城郊融合型村庄，自然景致欠佳，但红色

资源丰富，加上比邻的十里埠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滨水

资源，岱头的民宿发展也已成规模，可以成立千鹤十里

埠乡村振兴综合体，在提升自身发展能级的基础上，放

宽视野，联合开发，打造更多的节点和枢纽。

目前，千鹤村已入选杭州市首批未来乡村试点，按

照“五化十场景”的要求，以数字赋能突出精神文化特

色，全力打造环境整洁、生活便捷、产业兴旺的美好乡

村。可以在千鹤造纸厂区块建设一所集党政干部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兴趣提升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女性

培训学院，以红色培训为启引，全面发展培训产业，加

快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生产力和影响力。

在运营模式上，可选择国企引领，党校支撑，民营

入驻，公司化合作运营。依托“千鹤妇女精神”教育基

地，由旅投公司开发多样教学方式和精品旅游线路，搭

建引才聚才平台，打造红色培训主阵地。以党校、技校

作为政府培训力量代表，提供政治理论、专业技能等方

面的知识力量支撑，为市场提供优质课程体系。政府

从政策、资源等方面提供扶持条件，吸引社会资本，推

动民营培训机构有序入驻，扩大供给规模，丰富培训产

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千鹤村可以以土地资源、物业租赁、师资服务等方

式入股，与运营主体成立联合公司，统筹企业资源、政

府政策和市场要素，充分发掘培训产业的各项价值，实

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培训+文旅”。培训与文化旅游结合，使红色

文化通俗易懂。目前到千鹤旅游的大部分群体仅在基

地参观，村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开

展体验式“培训+旅游”，增加实践性与参与性，推动红

色文化的传播。一是在下高自然村开展同吃同住现场

培训，打造洪水花故居、胡采薇故居、巾帼小铺、傅爱娥

庭院等现场教学节点。同时，探索利用VR科技、影像

互动等方式，提升培训体验感和参与度。二是千鹤拥

有杭州市唯一的一支女子民兵连，可在基地南广场西

侧重建千鹤女子民兵连部，串联基地延伸旅游，设置彩

绘打卡点、小品雕塑等军营元素。三是根据村庄区块

定位，鼓励村民积极承担红色文化传播者的角色，重点

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健康餐饮、咨询服务等培训产业。

盘活集体和群众闲置资产，以合作入股为原则，以产权

共享为核心，实现村集体和村民个体均衡发展。

（二）“培训+演艺”。利用演艺产品，延伸文化内

涵，打造千鹤演艺品牌。建议在千鹤村万家坞水库区

块开发《千鹤女人》夜间实景演艺产品，注重演出的新

鲜感、体验感、互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结合主题活动以点带面，促进吃、住、行、游、购、

娱全产业链活化，用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双向互动，演

好千鹤故事，更广泛地传播“千鹤妇女精神”。为保持

演出的原汁原味，除关键主演之外，可聘请当地村民作

为演员参与演出，使村民可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门口

增收。

（三）“培训+研学”。培训产业与研学的结合，将文

化资源串联成各种特色线路，使千鹤更好发挥教育功

能。研学的生命力在于属地资源，在于历史资源加人

文资源、自然资源的融合。通过参观学习、素质拓展、

农耕体验、竞技训练等形式，开展当一天民兵，干一把

农活，上一堂思政课，吃一顿忆苦思甜饭的研学营。利

用乡愁记忆区块、千鹤一家广场前闲置空地，与社会资

本洽谈军事拓展、团建旅游合作项目。建设以迷宫为

主题的亲子乐园，丰富研学内容。同时，开发文化创意

IP，通过文创产品，创新内涵挖掘方式，促进旅游消费，

实现双赢。

作者系建德市梅城镇千鹤村第一书记

千鹤村面临的阵痛与发展对策

□朱静宜

上世纪50年代，建德市梅城镇千鹤村妇女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传统旧俗，投身农业生产，倡导男女同工同酬，树立了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的典范，孕育了“不等不

靠、敢想敢干、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千鹤妇女精神”，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本文以千鹤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村红色资源的特点与优势，

总结利用红色资源创新乡村治理的方法，探讨如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影响力。

千鹤村红色资源的特点与优势

“千鹤妇女精神”教育基地自2020年5月26日建成

运营以来，已接待参观人员980余批次、5万余人次，承

接省内外妇女干部培训班28期、1500余人次，先后创建

成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女子学院现场教

学实践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浙江省红色旅游教

育基地等。同时，“千鹤妇女精神”实践基地还在遥远

的新疆阿克苏落地建成。其主要特点为：

基层社会治理彰显担当。一是建立有效的乡村治

理服务网，形成“村妇联主席—村妇联执委—网格妇联

执委—妇女群众”四级管理模式。二是利用樟树底初

心教育学堂、千鹤妇女大讲堂等，推行农村“妇女议事

会”工作制度，创建七支“千鹤巾帼红”品牌队伍，服务

对象涵盖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三是数字赋能开发

“伊码办”，推广数字化智慧化乡村治理应用场景，妇情

民意实现数字管理全覆盖，形成问题“收集-办理-答

复-督办-评价”闭环管理模式。

以女性为主体的经济新业态涌现。一是打造现代

农业发展的千鹤标识，推出“千鹤风味四起”农特产品，

成立乡村旅游发展公司及园林养护公司承接业务。鼓

励村民创办民宿、农家乐，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二是

依托梅城古城景区开辟“千鹤嫂”双创街区，打造千鹤

一茗、千鹤一碗等主题业态，同时，盘活农贸市场、沿街

商铺及里头坞等集体资产，培育物业产业。三是引进

社会资本，与浙江联众集团合作开办千鹤“欢庭·她宿”

“千鹤一面”食宿一体化的民宿综合体。

人居环境整治实现完美蝶变。一是加强“空中加

层革命”“棚厕革命”，大力实施围墙拆除及通透式围墙

改造工作，使庭院环境与外部有机衔接、相互融合，扮

靓农家小院，重塑乡村韵味。二是按照美丽宜居示范

村要求，创建“3A级景区村”，实施杆线上改下、村庄水

系联通、沿线路网改造提升等，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不

断改善提升人居环境。三是开展鹤舞千家、巾帼马拉

松欢乐跑等系统活动，提升村庄知名度，共享村庄环境

整治成果，提升千鹤人的归属感和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