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骑行爱好者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川步村龙山绿道骑行锻炼，欣赏乡村风景，享受运动快乐。该绿道全长20

余公里，串联辖区诸多“微改造 精提升”休闲旅游精品项目。 陈海伟 摄

乡村公路 快乐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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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共富示范带
串起38个移民村“致富果”

一村富不算富，集体

富才是真的富。在新民

村，只见一幢12间4层的

共富大楼坐落在村东北

侧，楼内生产五金、塑料

制品的企业机器轰鸣，员

工们在生产线上有序忙

碌。

2022年8月，该大楼

竣工并作为标准厂房出

租，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近百万元，同时促进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灵 活 就

业。去年年底，该村 813

名村民享受到集体分红

超 80 万元。“共富大楼”

的成功经验被宅山村、沈

宅村等行政村借鉴，截至

目前，已让上溪镇多村集

体经济累计增收近千万

元。

上溪镇大刀阔斧地

建设美丽家园、振兴文旅

产业，全力建设“诗画上

溪，融城共富”集体经济

示范带，积极发展共富

灶、共富大楼、户外露营、

垂钓中心等旅游观光休

闲产业，以点带面、连点

成线，最终以一条“宜居

宜业、和美富裕”的水库

移民共富示范带串起沿

线“致富果”。

何晓峰 楼淑媛

从乐业到共富

“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日前，义乌市上溪镇

宅山村村民楼滨皮在自家客厅里回忆起“移民”前的岁

月。以前住的房屋低矮潮湿，道路狭窄泥泞……现在

家家住高楼，村里环境风光秀丽。

在城乡发展中，义乌出现了不少“移民村”。楼滨

皮一家就是因修建岩口水库从山上搬迁而来的，转眼

已66年。如何让“移民”从移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

业、从乐业到共富，上溪镇以一条共富示范带串起38

个移民村“致富果”。

从移居到安居

岩口水库修建牵扯

千家万户，如何让村民

“搬出来、住得好、富得

起”，成为当时上溪镇的

头等大事。

在义乌市相关部门

大力支持下，宅山村因地

制宜，充分挖掘现有资

源，修建深彩塘、岭下塘，

加固塘塍堤坝、筑起安全

护栏石，让村中多了一道

亮丽风景线。

硬化村中大街小巷、

公共场地，深埋污水管

道，实现雨污分流，使全

村卫生环境大变样。现

在，全村95%以上农户住

上了宽敞整洁亮丽的新

房，村民生活富足安稳。

楼滨皮的两个儿女

都已成家立业，有了稳定

工作。他时常感慨：“能

有这样的生活，要感谢党

和政府。我也时常教育

后代要珍惜眼前的幸福

生活。”

从安居到乐业

岩口村是整村移民

新村，位于上溪镇北面，

依傍岩口水库，上黄公路

穿村而过，山清水秀、环

境优美、民风淳朴。

全村由岩口、李宅 2

个自然村组成，现有户籍

人口 560 户、1194 人，外

来人口 500 人左右。一

直以来，村民以传统农耕

种植为主，产量低、就业

难成为制约岩口村发展

的难点。

2019年，村“两委”依

托“人文上溪”桃源休闲精

品线，在义乌市民政局、

上溪镇党委政府支持下，

大 力 发 展 农 旅 融 合 产

业。不仅开展水库移民

美食烹饪、家政服务、养

老护理、种植养殖等行业

的职业技能培训，还先后

投入 166 万元扶持资金，

大力修建村内道路、共富

综合大楼等项目，极大提

升了村民的职业技能素

养，助推水上乐园从 1.0

版本向3.0版本蝶变。

今年春节假期，位于宁波市江北

区甬江街道外漕村的网红打卡点“达

人村”，可谓人气爆棚。

近日，笔者来到外漕村，与景区

保安洪伟全聊起家常。“以前，我在外

打工做货运司机，走南闯北非常辛

苦，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日子有

点小乐惠！”这个月刚满60周岁的外

漕村村民洪伟全快人快语。最让洪

伟全开心的是，下个月起他将按月领

取养老保险金，以后每年“五金”加起

来超过10万元。

“洪师傅所说的‘五金’，是指土

地租金、房屋租金、工资薪金、股金

（股份分红款）和养老保险金。在外

漕村，很多村民能享受到前面的‘四

金’，年纪大的还能拿‘五金’。”外漕

村党支部书记李根华说。

在外漕村走一走，笔者发现和洪

伟全一样的村民比比皆是。在薛家小

区，“管门”的村民徐仁娣说，小区有10

幢楼房，居住着108户村民。她和另一

名村民负责安保，还有专人负责环境

卫生、垃圾分类等，小区对面有卫生服

务站、老年活动室、公交车站，这里和

城里小区没啥不同。“去年，我和老伴

两人收入10多万元。”徐仁娣透露说。

对于徐仁娣来说，只有苦过，才

能甜得实在。

外漕村地处城郊，过去是一个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交通闭塞，基

础设施落后，环境面貌差，经济发展

不快，村集体经济只能靠一个养鸭场

来维持，十里八乡的村民戏称这里是

“老鸭生蛋村”。

“30多年前嫁过来时，村道是坑

坑洼洼的黄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更别说路灯、水电等设施

了。”今年62岁的村民邵爱悰指着干

净整洁的水泥村道对笔者说。

乡村振兴和“千万工程”，让外漕

村搭上“顺风车”，从一个落后村蝶变

为共同富裕先行村。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

强不强，要看“领头雁”。外漕村的蝶

变，离不开村级党组织这个“主心

骨”。从 1995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至今，李根华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

在江北区率先探索股份合作制改革，

先后引进工业企业25家，引入“达人

村”“巴蜀文化村”等农旅融合项目，

引领“老鸭生蛋村”变身为国家首批

绿色村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

江省首批未来乡村……

如今，村容美、村风赞，文化生活

也丰富多彩。“每逢节假日，大家在文

化礼堂里包饺子、包粽子、做香包，还

经常有送戏下乡、电影放映等活动。”

邵爱悰说。

目前，外漕村未来乡村建设一期

已投入 1000 多万元，成为全省首个

实现资产、资源、资金集成式数字化

管理的村庄。

2021年，外漕村就开始推行“五

码应用”，集“资金码、资产码、人员

码、公开码、交易码”于一体，通过扫

码登录、拍照上传、语音输入等形式，

简化办事流程，实现村务依法公开。

“村民用手机扫一扫码，在外地

就能随时了解村里的资产情况、股东

分红明细等信息，各类缴费也可扫码

完成。现在村民对村内财务、事务知

晓率在90%以上。”李根华说。

智慧公厕、即将投用的老年食

堂……数字赋能，不仅让村民乐享生

活便利，也让外漕村加快驶入共富

“快车道”。去年，该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达 859 万元，入股村民人均分红

1.08万元。

夜幕降临，行走在外漕村的乡间

大道，晚风轻轻吹过。村里一排排红

彤彤的灯笼，照在这一片正在开花的

田野上，暖意融融。

吴育新 俞永均 朝霞

世界冠军来了，国际裁判来了，

专业教练来了，全省各地市级的地掷

球专家来了……近日，浙江省地掷球

协会会员掷球团体赛暨世界冠军表

演赛在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王家

葑村地掷球馆举行，场地内掷球撞击

声阵阵，场地外围观群众喝彩一片。

而这场赛事让王家葑村一下子“火出

了圈”。

“王家葑村地掷球馆是我见过最

好的地掷球场地之一，在农村能建起

这么高级的场地真不容易。”专家们

的好评更是让王家葑村党委书记祁

志良信心满满：以体育赛事赋能乡村

振兴，这条路走对了。

据了解，地掷球是一项古老而又

年轻的体育项目。之所以古老，是因

为它起源于 5000 年前的古埃及；而

说它年轻，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地

掷球才在我国部分高校出现。近几

年来，这项“非主流”运动发展迅速：

除了被列入2021年全运会正式项目

外，在去年的杭州亚残运会上，草地

掷球也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场。

比赛当天，地掷球“大腕”们在王

家葑村体育馆就餐。“鸡鸭都是村民

家自己养的，鱼啊虾啊，都是旁边的

鹅子渡水域打捞上来的，蔬菜也都是

本地产……”祁志良说，满满一桌“农

家菜”，让专业队员们个个赞不绝口，

还嚷嚷着要买当地的土特产呢！

祁志良说，未来地掷球协会还会

给王家葑村引入各级比赛，进一步探

索体育促进共同富裕之路。同时，村

里正在加紧打造一批文旅项目，做好

地掷球与乡村“融合”工作，丰富村民

文化生活。未来让这些外来游客留

下来吃喝玩乐，乡村共富前景一片光

明。

“大力发展乡村体育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王家葑村有望成为越城

区的一张名片。”越城区教体局体育

总会秘书处负责人黄柏芳说，体育

活动和特色赛事正在成为乡村振兴

“敲门砖”，与“村BA”“村超”爆火之

后带火了整个贵州文旅业相似，地

掷球和王家葑的结合也有着无限可

能。 汤桂平

地掷球赛让乡村“火出圈”

“老鸭生蛋村”的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