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窟塘”变身“别墅区”

张胜荣在家排行老二。多年来，父

亲带领他们兄弟三人经营着一家名为南

荣工贸的塑料日用品企业，产值一度是

南城街道企业前三甲。

家族企业蒸蒸日上，但彼时的村子

发展却不太理想。虽然地处黄岩城乡接

合部，区位优势明显，但村里环境脏、乱、

差，村民住房紧张，不少人一家三代蜗居

在老房子里。

作为土生土长的山前人，张胜荣心

有触动，决心为村里做点事情。在父亲

的支持下，他放下家族企业的销售工作，

于2008 年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投身山前

村发展事业。

“当时，村里呼声最高的是改善住

房。”张胜荣回忆，2009年，恰逢黄岩区启

动农房改造项目。在街道和村“两委”的

积极争取下，山前村最终获批608间农转

用土地指标。可随之而来的征地及改造

费用远超村集体经济承受能力。

于是，张胜荣以个人名义担保，带领

村里20名党员为集体贷款650万元，改造

完后的宅基地以每间9万元的价格，由村

民根据家庭人口数认购。首批108户村

民实现了“小别墅”梦。

值得一提的是，山前村面向村民的宅

基地价格至今保持不变。不仅如此，在农

房改造过程中，张胜荣力排众议，坚持将电

线入地及管道煤气入户等设计考虑进去，

这与后来的未来乡村规划理念不谋而合。

“当时村里不少人甚至我父亲都持

反对意见，说本来就贷款搞建设，这样要

增加不少成本。”张胜荣说，“但我坚持要

做就要做好。”

治村解题，巧劲少不了。这期间，为

了更好说服村民，张胜荣没少琢磨。既

然成本是最大阻力，那就想方设法降低

成本。最终，在原设计方案上，张胜荣提

出用铝线代替铜线，让改造成本降低了

三分之一。

改造后没过几年，大家就意识到这

样更便利，村庄更美观。现如今，许多村

在进行截污纳管改造，而山前村老早实

现污水管道、电线电缆入地。

张胜荣张胜荣（（右一右一））与村干部商量村务与村干部商量村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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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要成事，往往需要带头人。

当年，不少村民推选张胜荣做村委会主

任，就是觉得他有头脑、能干事。事实证

明，张胜荣不负村民所望，带领山前村走

上共富道路。

“村子要长远发展，光靠个人单打独

斗肯定不够。”操持村务一段时间后，张

胜荣对村子的发展有了更深层的思考，

“抗战时期，黄岩县委机关曾坐落山前

村。红色应该是山前发展的最亮底色。”

为此，张胜荣将党建引领作为村子发展

之魂。

在他的牵头下，山前村和经济相对

薄弱的山后村、义新村、墙洋村等结对开

展土屿党建联建，实现塑料用品产业转

型，全力推进土屿山修复工程、土屿山文

化公园建设等重点项目。“有了这个平

台，我们可以学习山前村的先进经验，带

动村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南城街道

墙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锋说。

在村内治理上，张胜荣提出“党员联

系户”制度。“我们要求一名党员联系六

七户村民，双向选择，让关系好的、方便

说话的结对。村里遇到重大事项、决策

或工作需要推进，这些村民就由该名党

员负责联系做工作。”张胜荣介绍，“2017

年黄岩劳动南路南延山前段工程拆迁，

涉及120户村民，区政府给了村‘两委’一

个月时间做工作，通过‘党员联系户’制

度，山前仅用12天就完成了任务。”

山前村还将党支部建立在网格上。

山前村企业众多，外来人口往来频繁，管

理难度大。“山前村划分了3个大网格、20

个微网格，党员和网格员联动，协调配

合，每天走访摸排网格内有无矛盾纠纷

或安全隐患。”张胜荣说，“疫情防控期

间，通过‘党员+网格员’，山前的人口流

调精确及时。”

对于党建引领这一剂治村“灵药”，

张胜荣有句顺口溜：“车到山前必有路，

引路全靠党支部”。

崔旭川

引路全靠党支部

连日来，在嵊州

市长乐镇开元村的田

间地头，“90 后”姑娘

周 丹 身 着 宽 松 的 卫

衣、舒适的运动鞋，头

戴一顶遮阳帽，熟练

地操纵着新入手的大

功率耕地机，为 1100

亩 早 稻 播 种 做 足 准

备。

轰隆隆的马达声

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也唤醒了周丹心中那

片“希望的田野”。

很难想象，从容、

干练且深耕家乡沃土

的这位“新农人”，曾

是一名驰骋海内外市

场的外贸人。两年前

她毅然返乡，与种粮

的父亲一起投身现代

农业。

“种粮很辛苦，但

我父亲一直不愿意放

弃。我也觉得干农业

大有可为，所以就回

家，和他一起干。”周

丹自信地说，“两人一

起种粮，肯定有‘1+1大于2’的效果。”

如其所言，返乡后，周丹创立嵊州市周

丹家庭农场，和父母分工配合，“我负责现

代农机、对外交流，父亲负责传统种粮技

术，母亲主要管理家庭农场。”

周丹深谙创新是农业发展的源头活

水，为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种田

模式，周丹自学现代农业技能，尝试引进无

人植保机、大功率拖拉机等新型农机，并探

索科学管田。

“现代农业要发展，肯定需要升级机械

设备。”和传统种粮大户有所不同，周丹希

望运用新技术，探索播种、育秧、收割、烘干

等种粮全流程机械化，以此种出更优质的

稻谷。

经过摸索和努力，2022年，周丹和父亲

一起生产的稻米荣获“嵊州好稻米”称号。

眼下，周丹还忙着筹备建设“叠盘暗出

苗育秧中心”。她说，以后秧苗不需要再到

外面购买，只要借助自动化流水线，在家门

口能实现从添土、洒水、播种到覆盖、叠盘、

出苗的现代育秧，“还能为其他粮农提供秧

苗”。

今年年初，嵊州市推出多项种粮补助

政策，新增财政资金1000万元用于种粮直

补。其中，对“种植早稻继而种植连作晚

稻”“提高粮食复种指数”的种粮大户给予

特别支持。

人勤春来早，耕种正当时。得益于种

粮新政，今年周丹家又扩大了水稻种植面

积，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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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十余万元到3500万元，90%村民住进“小别墅”

“金牛奖”得主张胜荣的“治村之道”
张胜荣有点忙。

3月初的一天午后，几经邀约，终于在

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村文化礼堂

里见到了刚开完村“两委”班子会议的他。

“事情太多了。”一落座，他就聊起村

子里的事，“这几天，村里从省农科院引

进的20亩七彩油菜花开得很好，成了小

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正商量着怎么好

好宣传推广一下。”

张胜荣是山前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自2008年担

任村委会主任以来，他一心扑在村务上，

带领山前村闯出一条民富村强的路子。

山前村从曾经的脏、乱、差“水窟塘”

变成现在90%以上村民住进“小别墅”

的“别墅区”，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浙江省首批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

成绩突出单位、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等荣誉。张胜荣也先后获评省千名好支

书、省级农村社区工作领军人才、省兴村

（治社）名师、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

成绩突出个人、省担当作为好支书、全国

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等荣誉。

今年初，他又捧回一项新荣誉——2022

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

奖”，他也成为黄岩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

人。

贷款经历让张胜荣意识到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性。

“当时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是村

菜市场一年十余万元的租金。”张胜荣的

第一步，从改造菜市场着手，收回原本散

落在外的临街商铺，将原本一层的菜场

改建成两层。面积扩大、修葺一新的菜

市场年租金瞬间跃升至上百万元 。

“这可以说是山前村的‘第一桶金’。”张

胜荣说。

极具经营头脑的张胜荣不满足于

此。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黄

岩区多家 4S 店面临搬迁选址。“到山前

来！”张胜荣及时抛出“橄榄枝”，腾出了30

亩村留地，引进3家汽车4S店落户山前。

仅这一项的租金，每年为村集体创收300

多万元，这成了村集体的“第二桶金”。

2016年，台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促进

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引导和鼓励

小微企业进园区。极具敏锐嗅觉和经营

意识的张胜荣再一次觉得“好机遇”来

了。彼时，原山前村和官庄梁村经行政

村规模调整后组建成为新的山前村，原

官庄梁村有一块未利用土地。“黄岩塑料

模具行业发达，众多中小微企业进工业

园区是大势所趋，山前村上马小微工业

园区项目大有可为。”

2018年10月，小微园区项目正式启

动，2021年5月建成投用，先期就吸引了

26家企业入驻，年租金2600多万元。“目

前，入驻企业已达30家，随着疫情影响逐

渐退去，今年企业发展势头旺，园区厂房

租赁供不应求。”张胜荣笑着说，“建设小

微工业园区是山前村发展的大事件，更

是村集体分量最重的‘第三桶金’。”

如今的山前，“小别墅”鳞次栉比，文

体设施一应俱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3500万元，村集体资产达7亿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6.2万元。

村集体经济的“三桶金”

周丹操纵无人机为粮田喷施肥料周丹操纵无人机为粮田喷施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