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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民志书人民写。在白沙村，村

志的编撰是老百姓共同参与的文化

“盛宴”。其不但让全体村民有了独特

的归属感和仪式感，还重塑了乡村文

化自信，有力赋能了乡村治理，作用不

可低估。近年来，白沙村从村志中积

极探寻善治妙方，率先启动实施以建

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

全程服务为核心的“三民”工程，并通

过“文体双修”，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以前，我们的文化生活很匮乏，

像村里的茶灯戏这类传统表演也就过

年热闹几天。现在好了，我们村写起

了村志，拍摄了千人合照，举办了百家

宴，建起了占地 1215 平方米的文化礼

堂，还有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也

都有了，村民文化生活大大丰富。这

几年，村里还多次承办了省里和市里

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搞得很热闹。”

白沙村村民吴祥水告诉记者。

文化是灵魂，白沙人重视文化一

以贯之。2011 年以来，白沙村先后建

成了军民文化楼等设施，创办了集国

防教育、旅游观光、中小学生研学于一

体的浙江军扬凤林国防体育实训基

地，让当地的红色文化绽放出新风

采。该村也成为浙江省首个以村为单

位的国防教育基地。

去年，方志文化在白沙村结出累

累硕果：该村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办公室列为中国方志文化村建设试

点。一年多来，全村聚力开展试点建

设工作，努力建好白沙村志文化馆，让

村志文化更加可学、可研。

就像新村志里写的，白沙村发展

越来越好，人心齐、乡村兴，也吸引了

更多本村青年返乡发展。“早些年，你

如果到村里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

难看得到。现在回村的年轻人多起来

了，随处可以看到。”郑日福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每年10月10日定

为白沙村的村庆日。”郑日福表示，白

沙人将撸起袖子、再接再厉，聚焦建设

中国村志文化示范村和打造新时代

“千万工程”样板村等目标，努力把村

志编好用好、把村庄发展好、让村民生

活越过越红火，在新征程上交出“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的高分答卷。

以“志”为鉴 探寻善治妙方

□本报记者 李军

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全国最早公开出版村志的村

庄之一，先后四次编撰村志。一本厚厚的《白沙村志》，

写尽了白沙村的美丽蝶变史。

“这些年，我们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接续编

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白沙村志》，持续推进文化

育人、产业兴村，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村庄发展越来越

好，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等荣誉。”白沙村党总支书记郑日福表示，“白沙有

志·美好生活”已成为白沙村最闪亮的“金名片”。

“仙霞深处，山外有山路

外路，祖先来自何处，祖先来

自何处。邻里相守，家谱族

谱宗谱，团结友爱互助，团结

友爱互助……”近日，记者来

到白沙村采访时，恰逢方志

文化村建设现场会正在这里

举办，开场《志在白沙》村歌

展演，唱出了新时代白沙村

民的心声。

“这次现场会在白沙举

办，是对我们的一种极大鼓

舞。”趁着下午休息的间隙，

郑日福告诉记者，白沙村被

誉为“中国村志第一村”，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

“为了梳理好村庄发展

的历史，我们村广泛发动农

民搜集资料，请来专家当主

编，于1981年、2006年、2016

年、2022年四次编撰村志。”

郑日福说。

回望1981年，白沙村启

动了第一部村志的征编工

作。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毛兆丰携手江山方志专家

毛东武，历经 10 年艰苦努

力，编撰出版了第一部《白

沙村志》。此书记录了白沙

村从 1381 年至 1989 年底共

计 600 多年的风雨变迁，成

为我国最早公开出版的村志

之一。

2006 年，毛兆丰和毛东

武再次联手，启动第二部《白

沙村志》编纂工作。全书于

2012年出版，在第一部的基

础上，重点续写了1990年至

2009 年间村里发展的新变

化。

2016 年，白沙村成为浙

江省唯一的中国首批名村志

编纂试点村，正式启动第一

部和第二部村志的汇总编纂

工作，目前已完成全部内容

的编纂。

到了2022年，白沙村再

接再厉，又启动了第三部村

志的编纂工作……

一路走来，白沙村为何

如此执着于村志的编撰？对

此，今年 88 岁的毛东武认

为，村志记载了与全体村民

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承载了

浓浓的乡愁，具有续脉乡土

记忆、保护村落文脉等重要

功能。“白沙村编撰村志已有

四十多个年头，很有意义。”

他动情地说。

在白沙村志文化馆，记

者偶遇了前来逛馆的江山市

政协原秘书长、江山市地方

志办公室原主任祝龙光。“我

是白沙村第三部村志的主

编。这些年来，白沙村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

新村志中写出了白沙的大变

化。”祝龙光的言语间同样对

《白沙村志》充满了感情。

春去秋来，人事更替。

在白沙村，一代代人从同一

片乡土出发，用勤劳与智慧，

开启了一生的朝阳暮色。而

今，幸得有一本《白沙村志》，

接续编撰，让白沙村的好故

事能世代绵延。

以“志”为媒 续脉乡土记忆

于白沙村而言，修村志，不仅是存

史的需要，更是一种精神的激励，激励

全体村民勇敢蹚出致富新路子。

“ 我 们 村 是 一 个 高 山 移 民 村 。

2002 年，为响应国家建设大型水利工

程白水坑水库的号召，我们走出深山，

举村搬迁到了距原址40公里外的凤林

镇。”郑日福说。

搬迁，意味着远离祖辈世代赖以

生存的故土家园与驾轻就熟的生活方

式。“搬迁后，如何一门心思改善群众

的生活条件，让大家都能富起来，成为

当务之急。”郑日福说：“木材加工是白

沙人的强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白

沙村就兴办了木材加工厂。村里最终

决定发展木材深加工产业，来拉动村

子的经济发展。”

白纸描新画，异地勤耕耘。经过

努力，白沙村的木材加工厂终于开起

来了，好些村民可以在家门口赚钱。“近

年来，我们村建起蛤蟆垄和山溪蓬工

业园地，扎实开展木材加工产业提档

升级和企业合并经营等工作，效果很

明显。”郑日福告诉记者，白沙村木材

工业园现有企业17家，去年年产值超4

亿元。

在多年“打拼”中，白沙村形成了

“白手起家、沙聚成塔”的“白沙精

神”。在这种朴实向上的精神指引下，

白沙村的茶叶、食用菌等富民产业多

点开花。尤其是村里的食用菌产业，

通过持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目前年

产值超 1500 万元。此外，村里的乡村

旅游业也一路高歌猛进，去年全村累

计接待游客超10.6万人次。

从两组数据，可一窥白沙村“移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面貌：2002

年，白沙村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为零；到了2023年，白沙村

人均年收入超4.2万元，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超百万元。

村民丁增树是白沙村经济发展的

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搬迁之前，我一

年忙活下来，收入才千把块钱。现在，

我是村里的泥工，在家门口一年收入

有8万元上下。”他咧嘴笑着说。

近年来，在白沙，越来越多的“丁

增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2002年，我们村约有67%的劳动人口

在外务工。现在全村有近90%的劳动

人口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郑日福

边说边指着一张效果图给记者看，上

面是村里正在加速推进的共富产业园

项目，日后将为村民就业带来更多机

会。

如今的白沙，除了经济水平有了

大提高，人居环境也有了大改善。“走

上一圈，这里的村道两旁种满了桂花，

老百姓的房子修缮得很新，庭院也打

扫得蛮干净。”随行的江山市新农村建

设指导中心副主任李翔告诉记者，近

年来，白沙村的“颜值”持续焕新，现在

已成为该市闻名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有“志”白沙迎蝶变

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

以“志”为翼 蹚出致富新路

《《白沙村志白沙村志》》编委会成员在白沙村志文化馆合影编委会成员在白沙村志文化馆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