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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名很喜庆，寓意很好，近年来，村民

的生活水平也蒸蒸日上。”浦江县黄宅镇胜利村党

支部副书记洪忠诚生于斯长于斯，亲眼见证了村子

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胜利村由前方、下傅、樟

树下、龙田、盛家5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本地户籍人

口1998人，外来人口2200余人。借助区域和交通

优势，胜利村正不断书写“胜利故事”。

胜利村有个便民服务站，132项政务服务事项

和 13 项金融服务事项都可在此办理，方便快捷。

方勇是便民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他特别提到“流动

人口居住登记”这一事项：“每个月过来登记的最少

有1000人，我有时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这么旺的人气，是工业园区带来的。20 多年

前，村里部分土地被征用，中山工业园区和百汇工

业园区先后建成。众多企业落户于此，不仅吸引了

外来务工人员，也吸引了不少村民。

以前村民以务农为主，除了种粮食，还会种甘

蔗、棉花等经济作物。有的村民会学一门手艺，当

木工、瓦工之类。有的自然村一度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手工业，比如制作斗笠、扇柄等。然而，随着时光

变迁，这些挣钱的门道逐渐没落。工业园区的出

现，为村民提供了新选择，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

的岗位。还有很多头脑灵活的村民，抓住人气背后

的商机，携手走上增收的新路子。

村民方雪英的丈夫在一家工厂当清洁工，月工

资3000多元。她家还有3间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

人员，每个月租金收入1000 多元。“小时候家里穷

得叮当响，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吃穿不愁，还能

存点钱。”方雪英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说起自

家的情况满脸笑容。

“外来人口多，村民的房子根本不愁租，村民还

根据租客的需求，配齐了空调、热水器等。”洪忠诚

说，村里对出租房实行旅馆式智能管理，不定期上

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确保各项要求都能达标。

六七年前，隔壁村的村民方芳在选择创业地点

时，一眼相中了胜利村。她在这里租了场地，办起服

装厂，雇了20多个工人。走进服装厂，只见有人负责

缝纫，有人负责包装，大家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

乎。70多岁的村民洪忠美和老伴都在服装厂工作。

“我以前靠弹棉花养活一家人，如今苦日子早就熬出

头了。”洪忠美有两女一子，儿子在县城办厂，事业发

展得不错。子女本想让老人到县城安享晚年，但老

人闲不住，喜欢留在村里。洪忠美说：“村里有熟悉

的老伙伴，且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住着很舒心。”

此外，农贸市场、超市以及夜市也纷纷出现在

胜利村，一派热闹景象。其中，夜市位于中兴路，从

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现在的48个摊位，烧烤、

水果、炒货、服装、日用品等不同类别的摊位合理搭

配，生意都不错。

这些年，胜利村的发展有目共睹，不仅村民钱

包鼓起来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洪忠诚

心里有本账：中兴路夜市去年 11 月下旬招标，村

里分到 40 多万元；前方菜市场招标在即，估计村

里又将获得二三十万元的收益；村里小学撤掉之

后，场地空出来，用于出租，每年也有几万元的租

金……

“想把村子打造得更好，处处需要花钱。”随着

“家底”慢慢厚实起来，村里办起事情来也越来越有

底气了。

2016年，胜利村正式开办居家养老食堂，75周

岁以上老人每月交 150 元就可享受一日三餐。目

前村里共有55位老人享受这项服务，如果老人腿

脚不便，工作人员还会送餐上门。2017年，村里建

成前方菜市场，为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带来很大便

利。村民种的菜吃不完，就到自产自销区免费摆

摊，一年下来也有一两万元收入。2018年，村口景

墙、绿化等工作基本完成，并且安装了100多个监

控摄像头，覆盖全村主要公共区域。

漫步村里，有村干部指着池塘边的花岗岩护栏

说：“这些都是前几个月刚刚安装的，还有配套的救

生设备，总共花了近10万元。”接下来，他们还打算

把村里那些破损的道路修一修，然后好好打理公共

绿化，美化环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村民也有了闲情逸致培

养兴趣爱好。离村子不远的公园成为村民休闲好

去处。每天早晨，村民就会在那里吹拉弹奏，唱唱

戏剧或老歌，自得其乐。该村妇联主席王双玉还牵

头组建了广场舞队伍，目前有队员20多名，平时大

家每晚跳一跳，逢重大节日，还给村民表演。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这是村民的共

同感受。洪忠诚说，今后要继续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并及时听取村民的诉求，不断改善整体环

境，让村子更美更有活力，让村民的幸福感与日俱

增。 姚艳 张辉

走进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茂新村，静卧的退役

火车，集空间站、宇宙飞船、农田于一体的太空农业

体验中心，古朴典雅的宁波家风馆和中国（海曙）御

史文化陈列馆……各色景观，散落村间。

近年来，茂新村将廉洁文化与农耕文化、御史

文化、现代科技等有机结合，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

卡，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绘就一幅和美乡村

新图景。

打造独特名片 吸引众多游客

“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发展到如今的‘网红

村’，茂新村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乡村发展路

子。”谈起茂新村近年来的发展，宁波家风馆馆长虞

周玲十分自豪地说。

茂新村地处平原地区，由吴庄、张马和林家耷3

个自然村组成。想要发展，没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

源，只能在广阔的田地上挖掘潜力。为此，茂新村四

处取经，想要为自己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名片”。

2018年、2020年，村里相继引入了1∶1模拟空

间站和太空农业体验中心，创造性地将航天技术与

现代农业相融合，推出以“太空农业”为主题，科技

感、未来感十足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在蓝天白云下，模拟空间站和 20 米高的航天

器模型在蔺草田里尤为引人注目。在模拟空间站

内，茂新村还增设了宇航员在空间站的生活功能区

域、实验区域和学习体验设施，吸引研学团、亲子族

前来。

距离太空农业体验中心不远处，静卧着一列橙

黄色的8节双层火车。这是茂新村因地制宜，主动

对接相关部门，引进的8节双层退役火车。“应该说

当时全省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在村中引入双层火

车，我们是第一个。”虞周玲说。引进火车后，党员、

村民代表一同开发了“遇见·茂新”稻田咖啡品牌。

登上火车，游客可以在车厢小憩闲聊，也可以在“站

台”旁喝咖啡。

秉持着“村庄就是景区”的理念，茂新村还依托

省级非遗黄古林草席编织工艺传承基地，开通“舟

游古林”水上游船线路，把景点串珠成链。

依托村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茂新村

逐渐形成了包括中国（海曙）御史文化陈列馆、太空

农业体验中心、宁波家风馆的一体式旅游观光线

路。

挖掘历史文化 古宅重焕活力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在不断创新的同时，茂

新村不忘继承传统。

茂新村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御史

之乡”，漫步在这里，处处可感受御史文化，御史大

道、御史桥，御史廊、御史河……这里曾凭借“一门

八御史”远近闻名。

沿御史大道一路向西，穿过“中国御史之乡”牌

楼，往前百余米就是中国（海曙）御史文化陈列馆。

据考证，这里曾是明代晚期御史林栋隆的宅第。据

载，林栋隆一心为民，官声颇佳。而林氏家族明辨

是非、清廉忠诚的为官之道一脉相承，戒奢崇俭、清

廉自持的好家风遗泽后世。

为了打造好这张“名片”，茂新村因村制宜、就地

取材，以多种形式持续推广御史家风文化。一方面，

茂新村积极向文保部门申请，将林栋隆父子的宅第

“御史中丞第”列为区级文保单位，与浙江大学文物

与博物馆学系联合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中国（海曙）御

史文化陈列馆，其中包含近600件实物及丰富的御史

故事。另一方面，深挖御史家族耕读传家、明辨是

非、清廉忠良的传统家风，结合当代廉政建设，开展

党建、团建活动；排演村歌村舞《御史故里梦中甜》，

细致演绎清廉文化。

与中国（海曙）御史文化陈列馆仅一路之隔，便

是宁波家风馆。2020 年，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的宁波家风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次以宁波全域视角

展示甬城甬人的好家风好家训，为宁波市民提供学

习优良家风、凝聚和谐民风、共创清廉社风的“家门

口”学习阵地。

400多年前的御史宅第重焕活力，以文化引流、

以产业创富的茂新村亮点迭出、流量倍增，到茂新

村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如今，妙笔绘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茂新村正

在加快步伐，打造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长红村”。

龚旭琪

妙笔生辉绘新景

胜利村的“胜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