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一任接着一任干

“章梫一门四杰”“1957 始终不渝”

“追寻红色足迹”……走进城西村初心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块块记录城西村

发展的展板。展板下方的玻璃展柜里，陈

列了自 1957 年城西村成立党组织以来，

历任书记曾使用过的工作笔记、重要文件

等物品。

20世纪50年代，城西村还叫翻身村，

村民生活困苦。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章

正合决心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在他带

领下，城西村开始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种

桑养蚕，全面发展。任职末期，恰逢改革

开放的春风拂来，章正合创办了变压器配

件厂、柑橘场。之后，历任村干部不仅延

续之前的事业，还抓住机遇发展新产业，

一心一意为村庄谋发展。

比如第三任村支书章以齐上任后，

办起了免烧砖厂，村民又增加了年终分

红。第四任村支书叶加法新办起加油

站、菜市场，建起六层商业综合楼。全村

各类工商企业从1家猛增到25家，有600

多名从业人员，占全村劳动力半数以上。

在他们带领下，1994年，城西村荣获三门

县百强村第一名，一跃成为三门“首富

村”。

2020 年，章国进“接棒”上任城西村

党委书记。他不忘富民强村的初心使命，

带领新班子制定城西村五年发展规划

（2020-2025年）。如今，城西村实现集体

经济年收入达上千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9.3万多元。

2021年4月，城西村九任书记“初心

接力”的和合故事，在由中联部和浙江省

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

江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上被推荐。

无论是耕读传家的章氏家训代代相

传，还是章梫一门四杰的佳话流芳千古，

直到今天，九任书记一颗红心跟党走，接

力奔跑了68 年，跑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

文明村、富强村。而贯穿城西村传承故事

始终的，是和合文化的精神内核。

8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美丽乡村 2025年 2月15日 星期六

在城西村山陈区块北侧，干净宽敞的

道路旁整齐地竖立着崭新的护栏，护栏外

溪水静静流淌，环境优美。殊不知，几年

前，这里还是坑坑洼洼的泥路。

2019年，经行政村调整，山陈村和谢

家村并入城西村。由于山陈村和谢家村

经济薄弱，新村班子一成立，立即摸家底、

定思路、推项目，开启“先富带后富”的发

展新征程。

山陈区块的溪坑旁没有任何护栏，下

雨天村内泥路和溪流“连成一片”，加上村

中老人多，安全隐患大。于是村“两委”班

子率先把目光投向这块土地。先是街道、

村集体、周边企业统筹资金90多万元，再

是村“两委”干部到现场了解民情民意，最

后委托专业设计与施工单位进行河道改

造、河堤加固、护栏建设等工程。去年，城

西村启动山陈区块老村自主更新项目，又

由城西村担保借资400万元，用于该项目

的启动资金，目前累计拆除山陈区块危旧

房50余间。如今首批8套样品房已经动

工建设。

如今的城西村，就如村歌《以村为家》

里唱的：“把自己的事全都抛下，把乡亲的

事放在最大……以村为家，让小溪流淌幸

福泪花……以村为家，让城西通向诗和远

方……” 单露娟

共富：谱写发展新篇章

三门城西村的“共富经”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蕴含着乡村共富的“密码”。三门县

城西村运用“和合”理念治理村庄、解决问题、调和各种关系，让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小山村，变成了如今集体经济年收

入上千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9.3万多元的明星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不以规

矩，何成方圆”。城西村十分重视党组织

建设和基层自治。

早在第一任村支书在任的 26 年，城

西村就发展了30 多名党员，储备了和合

自治的组织力量。同时制定了党员铁律

和村规民约。到今天，城西村已形成村

规民约 26 条、“三不一零”铁规、老书记

工作室、老干部顾问团等。有事摊桌面、

红色顾问团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确

保实现公平公正、和谐融洽的和合自治

氛围。

得益于这些制度，城西村大大小小的

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比如随着城镇发

展建设用地减少、农村一户一宅政策出

台，现任村党委书记章国进上任后，就遇

到村民分房的众多难题。原来，早在

2010 年，村里确定了平安路和西山的套

房分配方案，当时是根据每户人家儿子的

年龄与人口数量进行分配，村民章宏专生

育了3个儿子，户内累计总数要分到6套

房子，协议押金也都已签约交付。农村建

房是个漫长的过程。新政策出台后，章宏

专只能分到3套房子。因此，他坚决不同

意在协议上签字。更让章国进头疼的是，

章宏专是自己的堂哥，如果连家里人的思

想工作都做不下来，又如何能够服众。连

着1个月，章国进每天往章宏专家里跑，

磨破了嘴皮子，仍然说不通。“毕竟按照当

时的市值，一套西山套房价格约150万元

左右。”章国进说。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章国进请来了

村里老书记，大家坐下来促膝长谈，翻出

十几年前的会议记录，反复地解释政策变

化，商讨解决方案。又动员家族中有威望

的堂哥出面，轮番去做他的工作，最后章

宏专想通了。

今年元旦，城西村西山留用地建设的

162套房的钥匙，全部交付到村民手中。

自治：用制度管人管事

赴乡村看一场展

览、来一场艺术采风、

体验一门特色“非遗”

技艺……艺术点亮乡

村的“奇迹”，正在青田

县季宅乡下庄村发生。

走进下庄，映入眼

帘的是干净整洁的乡

村小道，道路两旁绿树

成荫，黄墙黑瓦的农房

掩映其中，古朴的墙面

被描绘上了色彩斑斓

的壁画，为宁静的村庄

增添了几分艺术气息。

摄影爱好者金鑫

星，正在下庄村流连忘

返，他手持相机，四处

探寻最佳拍摄角度，定

格一个个精彩瞬间。

他说：“这里非常美，到

处是拍摄素材，今天拍

了很多精彩照片，很尽

兴！”

21 岁的金鑫星是

土生土长的青田人，这

已经是他第三次来下

庄村采风。自从去年

4月首次造访后，他便

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

这里，“我尤其喜欢村口那片梯田，春

日生机盎然、夏日郁郁葱葱、秋日麦浪

翻滚、冬日银装素裹，每一季都有独特

的韵味。”

下庄村的名气，源于其特色鲜明

的自然景观——春季可赏万亩杜鹃、

千亩红山茶花，夏季可到峡谷避暑、观

奇峰瀑布，秋季可眺百亩金黄稻田，冬

季则有界牌山的动人雪景，四季之美

各不相同。

“独特的山水景观成就了‘水墨下

庄’的美誉，每年前来写生创作的摄影

家、画家等络绎不绝。”下庄村党支部

书记陈雄康说。

去年4月，青田县艺术助推乡村振

兴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下庄村举行。

当天，50多名摄影家来这里摄影采风，

用镜头捕捉乡村的美丽瞬间。同时，

现场设置了摄影作品和水墨画作品

展，邀请艺术家以“水墨杜鹃”为主题

进行现场创作，让到场游客和村民近

距离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如今，投资 1000 万元的“花海梯

田 水墨下庄”农艺旅游综合建设项

目正如火如荼建设，描绘着下庄村的

未来蓝图。届时，不仅村容村貌和人

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村里还将建

起红花油茶瞭望驿站咖啡馆、四季梯

田写生摄影观光点、水墨画写生摄影

观光点等场所，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

态。

在由一幢两层楼老屋改建的水墨

画研学基地里，共设有4个宽敞明亮的

房间，用于接纳来此写生的师生。“研

学基地的一楼将被打造成一个充满艺

术气息的温馨咖啡吧，供人们休憩交

流；旁边则是水墨画艺术会客厅，用于

举办展览和讲座。此外，我们还将建

设2家风格独特的民宿，以满足更多艺

术爱好者的住宿需求。”陈雄康说。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艺术的介

入不是表面的点缀和工具，而是生活

中文化的回归、融合和生长。在这里，

一座深融农业、艺术与旅游的美丽乡

村，正在悄然构建。

刘雅倩 邱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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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

武义县俞源古

村举行擎台阁、

迎元宵民俗展

演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吸引了

众 多 村 民 、游

客。

张建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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