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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好水泥厂改造、农田

整治等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有问

题就马上解决问题，没问题也要

报个平安。”“朱樟平，你今天上

午再去看下，高粱有没有虫子，

要确保后续收获的品质。”“明天

有鄂尔多斯的考察团要过来参

加培训，要细心讲解……”

8 月 7 日早上 6 点，陈重良

主持的早会如期召开，用时仅半

小时，任务布置却细致高效。

“达塘村能有如今的成就，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陈重良说，基层党组织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

一公里”，必须通过党建引领，不

折不扣让村“两委”带头干、带着

党员干、发动村民干，把村务全

面落实好，带领全村老百姓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光说不练永远是假把式。

自上任以来，陈重良坚持每天

“早起访民情”，并将它变成全体

村干部的自觉行动。为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达塘村“两委”还制

定了以“村为家、和至上、勤劳

作、共致富”为主要精神内涵的

村规民约，并充分用好“三老（老

党员、老干部、老代表）说事堂”、

村情报告会等载体，公开村情村

务，畅通沟通渠道。

在达塘村采访时，让记者触

动颇深的，是村民们脸上一直挂

着真诚的笑容。

“陈书记帮老百姓做事比兔

子跑得还快，我平日有什么需求

都叫得应。”今年73岁的达塘村

村民詹根香说，现在她常常自愿

参加村里的卫生清洁活动，帮村

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如同房屋承重梁起着关键

承重作用一样，在村民眼中，陈

重良已成为达塘村治理发展的

“承重梁”。在他的带动下，达塘

村探索出了“村务大家议、村事

大家干、村风大家树、村福大家

享”为主要内容的“家文化”治村

新模式，走出了一条文明和谐的

共同富裕新路径。

村庄治理无小事，既要自上

而下的管理，也要自下而上的自

治。郭塘村另辟蹊径，用非市场

机制，走出了村民自治的新路

子。

“我30岁回村时，是全县最

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因为年

纪轻，大家心里面都不服我，那

时想开个会人都叫不齐。”回想

起刚到任时的场景，张荣连连

苦笑。

老百姓不买账，怎么办？那

就自己带头先干起来！张荣先

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发动

朋友和家人一起捡垃圾，耗时5

个月，拉走100多卡车垃圾。他

还坚持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对

村庄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努

力让美丽环境去造就人、改变

人。环境变美后，他还主动争取

上级项目，把打造常山县首个明

星公厕、建设村便民服务中心等

民生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经过这些年的磨砺，我和

师傅都认为，治理村庄无法像治

理企业那样按照规章制度对村

民进行奖惩，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一定要带头做到‘忘我’和

‘利他’。”张荣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

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机制。张荣

认为，乡村善治关键在于榜样带

动，进而推动村民自治。10 年

来，他身体力行，慢慢在老百姓

心中埋下了自治的种子，终于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

“一个村就是一个家。现在

老百姓参与村庄发展的热情很

高，破解了以往‘干部拼命干、群

众边上看’的发展难题。”郭塘村

“两委”干部刘阿芳说。

回望来时路，昂首再出发。

临别时，这对师徒向记者袒露了

心扉：其实，一开始回乡竞选村

党支部书记，多多少少有点虚荣

心，但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如今

早已转化成了为民服务的初

心。他俩表示，身处一个伟大的

新时代，在党的阳光雨露滋养

下，将继续以“小我”成就“大

我”，激荡起推动乡村振兴的磅

礴力量。

殊途同归的乡村振兴之路
（上接第1版）

喊着“早上好”，奋力向前

跑。6年来，达塘村大力弘扬“早

上好”奋斗精神，领着村民一起

干，村庄发展彻底实现了“弯道超

车”。

“陈书记老讲，每个人的脑袋

都一般大，一定只能装精华、装正

能量，绝不能放垃圾。”达塘村党

支部副书记黄云国说，现在全体

村“两委”班子成员以村为家，把

工作中的委屈当成“营养品”，干

事热情分外高昂，村庄“活”起来

了。

一村创新，全县推广。如今，

常山县已先后推出“早上好”晨

会、“早上好”兴村治社讲师团等

做法，成功将“早上好”精神打造

成为当地基层“领头雁”队伍建设

的一张金名片。

与达塘村不同，郭塘村的“翻

身仗”更多是从“先富口袋”着手。

和陈重良的遭遇相似，张荣

在 2013 年就任郭塘村党支部书

记时，接手的也是一个“烂摊子”：

当时的郭塘村资源匮乏、信访问

题扎堆，环境“脏乱差”。

可如今，郭塘村已从当初的

“信访村”转变为“和谐村”，还和

达塘村一样评上了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庄。

郭塘村有何秘诀？“我经常开

玩笑，师父走的是政治思想路线，

我走的是市场经济路线。”张荣笑

道，他认为，要想改变村庄面貌，

一定要让老百姓的“口袋”先富起

来，最终让村民就地过上现代文

明生活。

十年来，郭塘村敢于创新、勇

于突破，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加强

社会资本投入，做强月季等特色

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绿色低碳美丽乡村

发展之路。

“月季种植是我们村的农业

主打产业。村里专门成立了郭

塘农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

‘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大

力发展月季产业。同时，通过先

进的荆棘根茎嫁接月季技术，大

幅缩减了月季种植成本，实现

‘一根刺’到‘一朵花’到‘一个产

业’的蜕变。”张荣说，目前，全村

月季种植面积有 100 余亩，品种

近200个。

去年“五一”期间，郭塘村开

展了“U见月季·遇见爱——用爱

助农，打卡网红村”活动，共吸引2

万多人次前来参观游玩，带动村

民增收 26.6 万元，村集体增收

17.8万元。

“师父和徒弟，谁的路子更

好？”面对记者的“犀利”提问，这

对师徒表示，无论是先富“脑袋”，

还是先富“口袋”，只要能打赢村

庄落后的翻身仗，都是好路子。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陈重良

和张荣都有情怀、有干劲、有想

法，乡村振兴非常需要这样的能

人，让更多村民既能富‘脑袋’，也

能富‘口袋’。”新昌乡党委书记邹

赛说。

乡村经营的浪潮滚滚而来。

运营乡村、活化村庄的路到底该

怎么走？对此，陈重良和张荣有

相似的理解，但却用不同的实践

来回答。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师徒俩

均认为，要经营好乡村，绝不是光

靠政府“砸”钱就能成功，而是要

因地制宜配套好乡村产业，以此

提升村庄发展的后劲。

“2019年以来，达塘村利用上

级奖励的 250 万元资金，将全村

699亩土地流转起来，在水田种上

茭白，在旱地种上高粱。”陈重良

笑着说，此举一下子就把村民从

麻将桌上拉到希望的田野上，迸

发出澎湃的力量。

为吸引人流，达塘村大力发

展民宿、桃园旅游、人才培训等产

业，推出割茭白、收高粱等研学游

体验活动，并开发了高粱酒、蜂

蜜、山茶油等“早上好”系列品牌

产品。

达塘村经营有道，吸引了许

多外地游客和村干部前来学习考

察。去年，达塘村创造了千余个

“家门口”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达 245 万元，村民人均收

入达 31460 元。今年以来，达塘

村共吸引人流 10 多万人次。令

人钦佩的是，为助力村集体经济

发展，陈重良还把自掏腰包开发

的 300 多亩桃园、10 余亩闲置水

泥厂老厂房和每年获得的培训授

课费都无偿献给了村集体。

2021 年 6 月，达塘村建立了

“早上好”支部书记研学基地。身

为乡村振兴培训导师，陈重良的

工作变得愈加繁忙。“借助‘早上

好’这个 IP，达塘村就此走上了

‘卖精神’的路子。我现在基本每

天都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讲

授‘早上好’的奋斗精神。我的一

堂培训课也已从最初的 600 元，

涨到了现在的2万元。”他说。

目前，达塘村已和山东、河北

等地相继签订合作协议，成立 4

个分基地，一声“早上好”越传越

远。至今，研学基地已累计开班

500余次，培训全国各地以村党支

部书记为主体的学员超 3 万人

次。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

业，达塘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

引大学毕业生创业和乡贤回归。

“吸引我到达塘村办民宿的原因，

除了秀美的村庄环境，更重要的

是村里的朝气活力和良好的发展

势头。”常山遇见确幸民宿有限公

司负责人徐露露说，为了支持她

创业，村里前期免费提供了三幢

老房子，还配套解决了道路建设

问题。

与达塘村努力引进人流的乡

村经营路径不同，郭塘村主打的

则是全力将服务项目输出去，托

起山区共富梦。

“近年来，我村紧紧围绕‘产业

景区化，景区产业化’目标，走出了

一条从卖月季到输出服务的特色

之路。”张荣说，如今，郭塘村的集

体经济已从 10 年前的负债 70 万

元，稳扎稳打上升到如今的500万

元，今年预计将突破1000万元。

张荣解释道，从卖月季到输

出服务，简而言之，就是除了月季

销售，还积极培育本土园艺工匠

输出服务项目，推出园艺设计、节

点景观打造、劳务输出等服务，以

产业辐射形式，为更多村民提供

上岗就业机会。

目前，郭塘村还全力承接了

常山县的绿化养护业务，今年已

累计拿下订单 1600 万元。“这两

年，我村大力培育本村园艺人才，

鼓励村民积极考取园艺师证。”张

荣说，目前，该村每天都有200多

人在外做绿化养护工作，像有证

的长期工一个月最少能拿到4500

元，没证的打打零工，每月最低收

入也能达到3000元。

除了向外输出服务，张荣运

营乡村项目的理念也很新奇。“郭

塘村从不为做项目而去做项目，

而是要让项目切实转化为老百姓

持续增收的好渠道。”张荣说。

随着近几年美丽庭院建设的

号角吹响之江大地，郭塘村的农

家庭院也从“沉睡”中苏醒。去年

以来，该村紧密结合上级政府的

美丽庭院风貌提升建设类项目，

逐步将农家庭院按照不同的个性

化网红风格进行样板打造，吸引

外来客商“下单”。“等订单一多，

本村的泥瓦匠、木工等工匠就都

能吃上‘庭院饭’。”他说。

诚然，乡村运营，达塘村和郭

塘村都有各自的“打开方式”。常

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君认为，

运营村庄事在人为，陈重良和张

荣的坚守始终一脉相承——坚决

不插手工程项目，共同目标也是

殊途同归——帮助老百姓实现共

同富裕。

引进人流，还是输出服务——
细心算好运营账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耐心念好治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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