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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体育氛围浓厚了，村民们追求

健康的生活方式，淳朴的村风民风才能自

然而然树立起来。”

——摘自祁志良2013年9月17日

笔记

“昨天还在这吃喜酒，今天又来打球

了。”王家葑村农民体育馆内，刚打完球的

村羽毛球队队长金金花满头大汗，旁边老

人跳操、小孩玩篮球，热闹欢腾。馆外，城

里来健身的车一排排。“夏天更多，还有杭

州、宁波来的呢。”金金花说。

谁能想到，这个备受欢迎的绍兴市首

个农村体育馆，当初兴建时反对声很大。

“主要是资金。”祁志良说，当时王家葑村

集体经济不富裕，造体育馆要 300 多万

元，村干部和村民觉得没必要，但他下了

决心。“不但要建，还要建好、建功能最全

的，建在黄金地段！”

其实，并村之初，祁志良就在笔记里

写下创建一个“体育特色村”的愿景。因

为村里没地方休闲，赌博的人就多，家里

矛盾和邻里纠纷时有发生。“体育能改变

人的精神面貌，要赶走歪风邪气，这样的

文化阵地不能少。”

祁志良先说服村干部，又带着大伙儿

跟村民磨嘴皮子，发动乡贤、村民捐款……

2013年2月5日，改造一新的农民体育馆

正式开放，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

体育馆给王家葑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人气。村民们都跑过来健身，街道和区里

的球赛都在这里打，市里的“村晚”、省里的

“最美浙江人”发布也在这里举办。平时，

体育馆还担起了避灾中心、集会中心、家宴

中心的功能。

裴金红 汤桂平 陈烁 周可阳

兴建体育馆

2023年最后一天，武义县

柳城畲族镇江下村民族广场

点燃篝火，给当地村民和游客

带来了一场仪式感满满的畲

族跨年盛宴。

民族风跨年正当时

“这样的活动增添了节日

的气息，玩得开心放松……”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说，“在

江下村跨年太有意思了，大家

聚在一起欢歌起舞，迎接新年

的到来。”

当天在江下村民族广场，

来自很多外地的游客与江下

村民围着篝火，随着音乐载歌

载舞，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升腾的火焰、欢快的舞蹈，让

当地群众和游客将生活的烦

恼抛之脑后，沉浸在欢快的篝

火舞蹈和美妙的歌声中。畲

族自称“山哈”，意为居住在山

里的客人。

“文化惠民，最重要的就

是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

者受益者，让群众真正参与文

化活动、体验文化生活，这样

既能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

还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更

多精神动力。”柳城畲族镇相

关负责人说，去年以来，该镇

以“村艺复兴计划”为主旨，不

断发掘村里的“民星”，培育并

成立了一批“民星团”，打造“一村一剧”，让文化惠民

活动成为凝聚村民情感、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文

化振兴的良好载体。

“文艺村长”“卷”起来

柳城是我省规模最大的民族中心镇，有着鲜明的

畲族标签，如今具有畲族元素的活动在柳城越来越多，

是因为有一群人愿意加入到文化创新的队伍中来。

文化发展需要载体，文化礼堂便是核心载体，而

文化礼堂的管理者“文艺村长”则是“掌舵人”。如今，

该镇文化礼堂成为村民最熟悉的文化场所。村民们

有了搭台唱戏的地方，那么唱戏的“曲儿”谁来谱？什

么样的“曲儿”能吸引村民放下筷子往这奔？这些都

是“文艺村长”的任务。

柳城风景秀丽，畲族人民能歌善舞。去年以来，

柳城畲族镇党委、政府创新开启了“村艺复兴计划”，

以文化礼堂运行经费实行镇级统筹为抓手，以“专款

专用、按季核拨、不用不给、逾期清零”的方式，激发

“文艺村长”的动能。

“每个月‘文艺村长’都会筹划开展相应的文化活

动，或者为文化礼堂进行硬件升级。”柳城畲族镇相关

负责人说，原来文化礼堂运行经费就像“大锅饭”，现

在打破传统，“文艺村长”“干与不干”差别很大，套用

时髦的话说，就是大家“卷起来”了。

“卷起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当一件件具有地方标

识的文艺作品亮相柳城，一湾湾滋润人心的文艺甘泉

汩汩而出，一幅文化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图景正映入眼

帘。

走出去的“山哈”更有味

请进来更要走出去。一直以来柳城畲族镇都在

探索文化走亲新模式。传统文化走亲主要是输出文

艺节目，该镇便将高品质的文艺队伍、文化节目输送

到其他乡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文化交流，如通

过与“百镇共建”结对单位，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多样

化的互动模式，将特色畲族文化输出到远方。

“我们将培育更多具有柳城特色的节目，发挥人

才在文化铸魂塑形赋能上的强大力量和功能，打开村

与村之间的交流互助新局面。”柳城畲族镇相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柳城将以项目为抓手，将车门、白马

下、下湖源、江下等畲族村串线，实施以“畲”为主题，

集田园畲乡、畲乡彩道、畲乡风情园、畲族活态博物

馆、畲族茶文创园等于一体的“山哈部落”畬族风情旅

游功能区。 巩长青 鲍伟剑

笔记里的村庄蝶变
——绍兴市越城区王家葑村的治理故事

“这是软土，要压实。”“这里要种树，石头要整理干净。”近日，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王家葑村，桃花岛项目正抓

紧改造。村党委书记祁志良打开笔记本，跟施工人员反复核对细节。

当了20多年村党组织书记，祁志良案头的笔记已摞了20多本。笔记里密密麻麻的文字，讲述着王家葑村20年

脱胎换骨，从负债村蝶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秘密。

告别喝水难

“吃水问题是王家葑急需解决的大问

题，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摘自祁志良2003年7月29日

笔记

“再往右一点，一二三，放——”村口

红卫桥附近，几位村民正奋力把一棵巨大

的绿植放进土坑。几声吆喝，将祁志良的

思绪拉回从前。“这个土坑，就是20年前

打的水井。”

2003年，原王家葑村、后岸村、郑家塔

村3个村合并成新的王家葑村，“饮水”是

第一考验，也成为祁志良笔记中的高频词。

“那时候的字怎么写得这么小……”

翻看当时的笔记，祁志良眯起了眼睛，当

时他才30 出头，现在眼睛也花了。他感

慨：“当年村里真苦啊！路上、河里都是垃

圾，没有干净的水源。”

76岁的村民张根全对当时的“水荒”

印象深刻。“3个自然村2000多人，到几口

井挑水，根本不够喝。”有些村民从河里抽

水喝，水质很差。后来村里想了个办法，

租用消防车每天送水供村民使用。

祁志良 2004 年 9 月 24 日的笔记里，

记着这套临时供水方案：“……地点长宝

小学后门，农户暂时免费使用，企业、外来

人员用水要收费。”这一方案，解决了燃眉

之急，但不是长久之计。

机遇很快来了。2006 年，越城区要

从小舜江引水到王家葑等南部村镇。但

每户要交纳 2500 元安装费。钱从哪里

来？祁志良和大家一起想了个办法：每户

农户交1000元，另外1500元再想办法。

经多次协商，村委会与村里企业达成

协议：免除企业厂房租金一年，将钱借给

村委会。乡贤们也被发动起来，在香港定

居的祁广楠老先生把七十大寿祝寿钱也

拿了出来。这样，王家葑一下子“化缘”近

百万元，刚好够付安装费。

2006年5月底，村民们喝上小舜江自

来水。从此祁志良的笔记里，再也没有出

现“自来水”的字眼。

乐善十三年

“‘美’是对新农村的建设提出更高要

求，我们要追求乡村外在美，也要村民内

在美。”

——摘自祁志良2011年8月5日笔

记

王家葑村委会门口一棵上了年纪的

香樟树上，挂满了红丝带。这是一棵爱心

树，每根丝带代表一个捐款人。从2011年

起，村里每年定期募捐，一做就是13年。

“面对困难，面对群众，面对矛盾。”祁

志良 2004 年 4 月 11 日的笔记，让他想起

了当初的困境。

“刚并村时，村里两极分化严重，困难

户太多。”祁志良清楚地记得2003年6月

29 日王家葑新村成立大会的情形，当时

有个自然村的村干部7年没发工资，不肯

来开会，他找到隔壁村借了1万元才把会

开成。

“一个村要有温度，不能让大家被困难

压倒，不能有人掉队。”从那以后，祁志良每

年年底都会走访摸底，梳理困难户信息，一

一记在笔记本上，过年前发放500—2000元

的补助。但这还不够，祁志良认为，互助

友爱要形成生态。

困难户是祁志良的心结，在他的提议

下，2011 年 6 月 10 日，王家葑成立了“红

十字博爱互助金”，每年6月10日被定为

全村“爱心日”。他带头捐了1.2万元，还

发动村里企业家、党员村民开展“博爱一

日捐”。如今，这笔爱心基金总额已达

231.5万元，救助困难村民618人次，救助

金额73.44万元。

“博爱一日捐”还带动了“人人捐款”

的乐善之风。

60岁的应文妹，儿子患了尿毒症，老

公得了肺结核，自己也有肾炎，全家人治

病吃药开支大，2011年获得爱心基金5万

元资助后，也养成每年捐款的习惯。如

今，村里893户2400多位村民，捐款率高达

98.9%。每户家庭一本捐款证，成为新时

尚。“乐善”也成为王家葑村的另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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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福应街

道盂溪村是省级重

点工程盂溪水库移

民村，新村通过统

一规划建设，村容

整洁清新，道路畅

通，环境优美，生态

宜居，移民群众过

上了幸福和美的新

生活。图为盂溪移

民村新貌。

陈月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