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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2005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依水

而生的上虞新屯南村，盛赞其为“江南威尼斯”。10多年来，新屯南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记习总书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殷殷嘱托，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探索乡村养老事业，创造乡村高品质生活，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尤其

是农村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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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威尼斯 生活新图景
——上虞新屯南村探索乡村养老推进共同富裕纪实

擦亮金名片 引领新时代
沿着总书记的 6足迹足迹

今年，新屯南村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未

来乡村建设试点村，同时被列入上虞区乡村

振兴先行村创建计划。漫步村中，记者看到

各项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陈阿法告诉记者，新屯南村入选省里的

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后，村民们对家乡的未来

有了更大的期盼，过去难以推进的拆违工作，

如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村里通过拆建并

建、全域整治，分5批共拆除170余处1万余平

方米违章建筑，清理垃圾1150余吨，腾退公共

空间近5000平方米。

“原来河两边的违章建筑现在都被拆掉

了，我们相信，将来村子会越来越美。”陈小堂

笑着跟记者说道。

在全村上下团结一心建设新屯南的同

时，道墟街道顺势推进成立“红漫水乡”党建

联盟，通过党建引领，促进强村富民。据卢立

峰介绍，该联盟由龙盛集团党委、上虞农商银

行党委与新屯南村、钱上村、五四村、韩浜村

等党总支组成。新成立的党建联盟将通过党

建共促、资源共享、产业共赢、基础共建、服务

共筹等模式，共同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新高

地。

新屯南村党总支还与上虞区委党校、上

虞区生态环境分局、司法局等3个道墟街道挂

联单位党组织签订了契约化共建协议，通过

挂联部门力量下沉，打造上下联动、优势互

补、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切实增强基

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能力。

“在未来乡村这个大框架中，我们不断填

充具体内容，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抓手，让根

系扎得更牢。”卢立峰表示。

今年，新屯南村计划投资1.79亿元，投建

项目27个。目前，5个项目已完工，14个已进

场施工，3个处于招投标阶段，5个正在酝酿深

化。“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新屯南村的

扶持力度，全力打造更有辨识度的‘江南威尼

斯’。”卢立峰说道。

党建引领共建共享，新屯南村未来可期

一个依水而生村庄，
收获“江南威尼斯”美名

新屯南村隶属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

道，有“虞西第一村”之称。

6 月底，我们慕名来到新屯南村采

访。甫一入村，虽然头顶烈日，暑气袭

人，但一看到眼前的石桥杨柳、清丽荷

花、亭台楼阁、水榭长廊时，一下子感到

心旷神怡，热浪似乎也退却了不少。

漫步村内，只见河汊纵横交错。一

道宽阔的河道两边密布着一排排错落有

致的农房。

记者来到村委会办公楼时已近正午

时分，村党总支书记陈国荣正忙着接待

前来办事的村民。待送走村民，陈国荣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村从古至今

就离不开一个‘水’字。”当记者抛出新屯

南村变革发展的话题时，陈国荣开门见

山地说道，“可以说是依水而生，由水而

兴，因水而名。”据其介绍，新屯南村共

有14条河流，全长11.6公里。以前，这些

河道上商贾、舟楫往来不绝，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人口和货物，许多新屯南村人也

从这里扬帆启航到宁波、杭州、上海等外

埠大都市经商闯荡。不少人闯荡后思念

故土，返村创业回报乡邻，带动了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如今的新屯南村，拥有

20 多家主营五金仪器、医疗器械、塑料

配件等的民营企业，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2005年11月18日，在新屯南村的村

史上，注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

在那天上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来到村里调研。

“小小村庄来了贵客，全村人都很激

动。”今年已75岁的陈小堂，当时作为村

委会主任全程陪同习近平在村里调研。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仍难掩兴奋之情，

带着记者径直来到直荡江边的凉亭，绘

声绘色地介绍道：“习书记就是站在这

里眺望村景，看到清水荡漾，农居整洁，

不禁发出了‘江南威尼斯’的赞叹。”新屯

南村“江南威尼斯”的名号就此传扬开

来。

从那以后，新屯南村人决心把“江南

威尼斯”这块“金字招牌”做响做大。在

历届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该村对境

内 11.6 公里的“黄金水道进行”疏浚清

淤。党员带头！村干部带头！年轻人带

头！大家争做护水队员，日常巡河、清理

垃圾、排查污染源，一个都不落下。村里

还组建了巾帼护水志愿服务队，开展宣

传、日常保洁工作。在村民们的共同努

力下，如今，新屯南村的河水更清了，岸

更绿了，景更美了，村内的直荡江更是被

评为“绍兴市最美河道”。

“水是越来越干净了，岸边还在新建

景观河道。想到过不了多久，一出家门

就能赏景，别提有多高兴了。”村民俞掌

兴对新屯南村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弘扬勇为人先传统，探索建设新农村集聚点

新屯南村濒临绍兴“千年名湖”贺家池，

三面环河，形如半岛。自古扼守交通要冲的

新屯南村人，一直都有敢闯敢干、勇为人先的

传统。

早在1994 年，新屯南村在当地率先探索

并规划建设了新农村建设村庄集聚点。“当年

也是力排众议，克服了重重困难，幸得有关部

门在用地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项目才

得以落地。”陈小堂对此记忆犹新，当时村里

为了解决村内部分危房户、无房户的住房难

题，经过前期科学谋划、民主商议后，当即拍

板在村里朝西屋片区选了60多亩土地，由村

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了村庄集聚点。经过5

年施工建设，于1999年底正式建成，共有60多

户危房户、无房户通过抽签选房的方式，欢欢

喜喜搬进了新居，圆了他们的新房梦。据村

干部陈阿法介绍，当年每户的建筑成本和装

修费用大概14万元左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

了50多万元。

陈小堂告诉记者，习近平同志在村里调

研时也到过这里，当他看到一幢幢整齐有序

的农居房时点赞道：“脑筋动得好，为农民服

务，通过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既安全又便

民。”陈小堂说，当时听了习书记的表扬后，心

里像吃了蜜一般甜。

此后，新屯南村的新农村建设步伐从未

止歇。尤其是2021年4月，上虞区委在新屯南

村召开“推进全域大提升，建设美丽新屯南”

的动员部署会，由此拉开了新屯南村全域大

提升的序幕。

新屯南村所在的道墟街道组建了驻村工

作专班，选调10名机关干部现场办公。在村

级层面,先后组织召开“两委”班子组织生活

会、“三师三员”民主恳谈会、退伍军人大会，

进一步团结村干部、乡贤和退役军人力量，发

力打好新屯南村全域提升组合拳。

“我们围绕‘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

年大变化’的目标要求，计划用三年时间打造

一个更具辨识度的‘江南威尼斯’。”道墟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卢立峰满怀信心地表示。

在持续推进村庄建设的同时，新屯南村

坚持文化铸魂，建设了村情展览馆，改造村

级图书室，打造省级精品农家书屋；民营企

业家阮兴祥出资500万元设立了村文化发展

基金，用于当地群众文化事业、传统节日等

活动，丰富文化供给；组建各类文体队伍，举

办大型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文艺培训，以文

铸魂，以文化人，厚植乡风文明。新屯南村

先后被授予省文明村、省文化示范村、绍兴

市农村文化礼堂十佳特色示范点等荣誉称

号。

孝亲敬老文化惠民，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村庄变美了，生活富裕了，如何让村里的

老年人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新屯南村又开

始了探索。

“习书记在我们村调研时提出要实现‘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这为我们历

届村领导班子做好老龄工作指明了方向。”陈

国荣告诉记者，全村2731人中，60岁以上老年

人约占三分之一。

村里一直高度重视老龄人口的医疗、社保、

文娱等工作。目前，新屯南村村民城镇养老保

险、“越惠保”商业补充保险参保率均达到百

分之百，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领到了失地保险；

每逢春节、重阳节等传统佳节，村里给60岁以

上老年人送上慰问红包；村里连续9年在重阳节

精心策划举办孝亲敬老金婚典礼，邀请村里所

有结婚50周年以上的夫妇参与活动，受到村民

的普遍欢迎。此外，村里还举办了太极拳比赛、

二胡比赛等等，大大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

对于老年人最为关心的医疗问题，今年

75岁的陈鉴昌最有话语权。他从22岁起自学

医术当起“赤脚医生”，后来进了道墟卫生院，

一直给村民看病，直到退休。“早年也就给村

民看个头疼脑热什么的，特别是每年‘双抢’

的时候，总有村民中暑晕倒或者割伤跌伤，我

也就给村民开点红药水、仁丹之类的常见

药。”陈鉴昌笑着说，“道墟街道卫生院现在村

里开了服务站，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

药品基本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医疗需求，真

的是今非昔比。”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新屯南村还引进

了一个集云上直播、影视资源共享、文化培

训、预约挂号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礼堂智能

平台。“智能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后，通过直播，

其他村文化礼堂举行活动，我们这里都能‘云

共享’，村民可以实时观看。”陈国荣告诉记

者，村里一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

在网上预约医院专家号，村里安排专人，帮助

他们在网上预约挂号。

清洁的河道、雅致的村居、文明的乡风、

逐渐完善的服务……生活在新屯南村的老百

姓无疑是幸福的。今年70岁的俞掌兴告诉记

者，因家里2亩多承包地早已被征用，当地政

府给他和老伴办了失地保险，两个人加起来

每月有4000多元收入。身体硬朗的他，还在

村里的仪器厂帮忙，每月有 3000 多元工资。

“现在得空就参加村里的一些文娱活动，我们

老两口的生活过得很滋润。”说到这里，俞掌

兴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