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乐清市雁荡镇松垟村 61

岁的陈雪云，走进了离家不远的瓯

江红“共享社·幸福里”邻里中心。

在这里的“邻里工坊”坐定，她拿起

零配件，三五下就装好了一个开关

件。一旁的室内篮球场，她的孙女

外孙正跟着教练投篮，玩得不亦乐

乎。“我们一家都喜欢来这儿！”陈雪

云的感慨，引来身边邻里们的一致

赞同。

松垟村以香樟古树为中心，周

边搭建“邻里工坊”“邻里食堂”“邻

里书房”“邻里文体”“邻里游乐”等

系列服务场景，为村民提供劳逸结

合的活动场所。在“邻里工坊”内，

长长的桌子拼成“流水线”，村民围

在桌前装搭电子配件和灯饰等产

品。松垟村“一肩挑”干部金云进介

绍，他们联合浙江钧创电子、温州强

泰模具、新跃灯饰等几家工厂，将零

配件集中到邻里工坊进行装配，解

决村内 50 余名闲散劳动力就业，带

动村民增收。

临近午饭时间，不远处的房间飘

出阵阵饭香。小鲳鱼、酱肉、包菜、豆

芽……两荤两素一汤的搭配让人食

欲大增。“邻里工坊”的村民和周边老

人可以在这儿享用一顿仅需 5 元的

午餐。“这是我们整合家宴中心等资

源打造的‘邻里食堂’，由党员义工和

志愿服务者助力，镇村慈善资金捐

助，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用餐便利。”

金云进说，松垟村还与乐清市图书馆

联网，打造了“邻里书房”，每月更新

存书并长期开放，为村民提供文化学

习便利。

聚焦阵地共建共享，推动惠民便

民利民，这样的幸福场景正在乐清遍

地开花：淡溪镇陈坦村通过“共富党

建联盟”，与多家企业达成协议，在村

里建设“幸福工坊”，平均每天可加工

产品3万个；大荆镇中庄村，“邻里工

坊”给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新渠

道，“邻里读书角”、幼儿无忧托管班

解决了孩子管护难题……一个个幸

福场景，编织出党建引领下居民生活

共同体的幸福模样。

近年来，乐清市高度重视瓯江红

“共享社·幸福里”建设，财政投入

1280万元，全覆盖建设237个小区党

群服务阵地，并创建村社（小区）“共

享社·幸福里”示范点132个，形成梯

次创建、重点突破、全域覆盖的工作

格局。全市于年底前将创建30家以

上“邻里食堂”、100 家以上“邻里工

坊”、100 家以上“邻里书房”，并于

2023年底前，实现“邻里食堂”“邻里

工坊”“邻里书房”应建尽建，幸福邻

里系列场景在乐清大地处处呈现。

黄文毅 蔡甜甜

农房变洋房，旱厕变公厕，河道

清淤，道路改造……位于绍兴市柯桥

区杨汛桥街道的王家塔村，近年来以

发展村集体经济为抓手，以村容村貌

提升为重点，全面实施村级设施改造

提升工程，绘出了一幅经济富裕、村

民幸福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幢幢小洋房整齐排开，宽阔村道

上一尘不染，清澈的河水中可以看到

柳枝的倒影，田间可看到不少正在劳

作的身影……笔者走进王家塔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静谧美好的乡村美

景图。

“村里条件越来越好，好多人家

都搬回来住了。”村民陆国凤说，自从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很多早年间跑去

城里买房的村民都回来住了，“城里

哪里可以住上这么大气舒适的小洋

房”。

近年来，王家塔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内道路已全部硬

化，村内所有排污水管均实现分流，

新建公厕 8 所，改厕 5 处，购置分类

垃圾桶 300 余只。”王家塔村党支部

书记王雪全细数这些年来村里的变

化。为了提高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王家塔村还对村民房前屋后进行大

力整治，新建村党群服务中心、家宴

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改建村文化礼

堂等配套设施。这些民生实事的推

进，不仅改变了村庄面貌，更丰富便

利了村民生活，大大提高了村民的

幸福指数。

村内环境好了，村民们的“钱袋

子”也得鼓起来。王家塔村积极发

展纺织服务业，支持村集体创办纺

织生产经营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等，

为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纺织生产经

营主体提供加工、流通、仓储、劳务等

有偿服务，促进产业由生产环节向产

前、产后延伸，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

内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我们还以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

参股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经营稳健的工商企业等经济实体，效

果也不错，如今村级个私企业蓬勃发

展，大家的归属感更强了。”言语间，

王雪全满是骄傲。

在村“两委”的努力下和村民的

积极配合下，王家塔村里流转了全部

土地，积极探索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有效形式，实现了村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村民谋幸福，用‘实

干’为群众谋福利。”王雪全说。

曹梦婕 俞锦雯 张萌

8月5日，在淳安县富文乡王子谷漂流点，游客在峡谷河流上漂流戏水。近年来，淳安县富文乡发挥良好生态环境和

丰富山水资源优势，鼓励村民开农家乐、办特色民宿、兴生态产业，不断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杨波 摄

生态漂流生态漂流 乐享清凉乐享清凉

乐清创建幸福邻里系列场景

办好民生实事 擦亮幸福底色

柯桥王家塔村：
绘就美丽富裕乡村新画卷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近日，在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双洋村，80多

亩荷花竞相开放，一片片碧绿的荷叶，随风摇

曳，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

“我是从朋友圈看到的，特别好看，就叫

上家人一起来看看。”椒江市区的王女士说，

最近一直高温，孩子们白天都躲在空调房

里，晚上稍微凉快一点，刚好可以带他们过

来透透气，欣赏欣赏别样的夜景。

“斜杠青年”张明敏是一名大二学生，也

是土生土长的双洋人。“暑假期间在家没事，

就从网上采购了一些手工制品过来售卖，既

丰富生活也能攒点零花钱。”她笑着说，自从

种了荷花之后，村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以

前双洋村冷冷清清没什么人来，现在每天都

有大把的游客来这里看荷花。

据了解，双洋村地势低洼，水系丰富，有

水塘面积100多亩。去年，在章安街道规划

指导下，村里流转80多亩土地，种植了荷花，

配套建设曲径、长廊、体育公园等设施，打造

了“荷塘水韵”项目，并举办了荷花节，极大

地提升了村庄特色与知名度。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挖掘荷花经济价

值，探索荷花衍生产品，延长产业链。”双洋

村党支部书记蒋红表示，村“两委”将积极盘

活闲置农房，开办农家乐、民宿等，打造集旅

游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 聂杨波

“这五年来大变样了，游客们到我这里

住了都说很舒服。安排吃住，在家里都能赚

钱，大家觉得都蛮幸福的。”近日，笔者走进

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古色古香的初

唐风情街映入眼帘，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

了初唐年间。今年57岁的村民高其英高兴

地说，她把自家农房改建成民宿，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创业。

“目前，我们村正着力打造初唐特色民

俗风情文化未来乡村，以文旅产业项目拓宽

乡村振兴共富之路。”盈川村村干部介绍，

2019年，盈川村通过一户多宅、改村提升等

村庄整治工作，共拆除各类建筑物226宗，为

美丽乡村建设腾出了空间。2021年，结合沿

江“诗画风光带”建设，盈川村着手打造初唐

民俗文化村落，经过近一年的打造，已完成

清廉文化馆、杨炯广场、长亭古渡等多个项

目建设。

盈川村还成立强村公司，帮助村民发展

民宿，培育新兴产业。村民口中所说的高端

民宿，便是以“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打

造，村民通过租金、分红、工资等收入实现增

收，村集体则通过入股的方式实现增收，进

一步增强了村庄发展活力。高家镇镇干部

吴康平说：“我们一期计划流转收储民房100

间，打造200个床位的民宿，这可为村民带来

年均1.5万元的租金收入。”

眼下，强村公司已与一家旅游公司完成

对接，对民居进行改造、装修、运营和管理。

村里结合鄞衢山海协作帮扶资金及自筹资

金共计200万元，打造清廉文化馆（二期），正

在建设中的19间高端民宿计划于9月1日前

开始试营业。 杨睿 郑孙妙奇

衢江盈川村
打造初唐民俗文化村落

椒江双洋村
荷塘里蹚出一条共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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