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每年借助各种载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才

能盘活资源，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越干越顺

心越齐，才能不断凝心聚力推进发展。”石江村党支部

书记吕永跃说，一直来村发展优势不明显、特色不鲜

明，唯有不断提升环境，再借力影视元素撬动乡村旅

游发展，或许有望再续“金三角”辉煌。

近期，为了顺利通过省3A景区村庄的验收，石江村

两委班子、党员干部、后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日夜奋战，力争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在此次的创建过程中，这个生态环

境基础好、全速推进亮点工程创

建 的 村 落 也 碰 上 了“ 绊 脚

石”——3A公厕建设如何推进？

在此次的创建中，石江村

由于公厕选址难、新建预算经费

高等原因，这项在评选总分中占了

较大分值的项目迟迟未能动工。10 月

18 日村里得知考核组将于 26 日后前来验收，当即决

定了修建地址，发动全体成员齐参与工程建设，并组

建了由村监督委员会主任为组长的工作小组，选派

了后备干部吕新其、吕振江、吕勇江入党积极分子吕

江南为成员，主要负责公厕的修建。

任务明确后，建设小组成员立即组织敲墙，然后边

敲边规划修建风格、式样、功能等工作，再有序推进。

在公厕的建设中，有着装修经验的吕新其每日坚守工

地，亲自参与监工、设计、打零工等工作，每天 24 小时

“值班”。为了赶进度，工程需要环环紧相扣，不能有任

何“空档”影响进度，因此每天多批工人赶工，并常态加

班到23时后，甚至到凌晨2时多才收工。

推进中，为不影响工程进度，遇到困难时工作小

组成员及时解决，不行再与村两委成员协商，集思广

益商讨，或上报相关部门攻克难关，同时

镇总工会主席、影视办主任陈德宝

天天到村里现场指导。经过镇、

村两级的共同努力，公厕经过 5

天 5 夜赶工，终于在验收前顺

利完工，共花费 9 万多元，比原

先 50 万元的预算省了近 40 万

元，工期提前了20多天。

“公厕能顺利完工，离不开后备

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这批新生力量的参

与，那股无与伦比的干劲、全心全意的付出，进一步凝

聚了大家的精气神，有力推动了村庄发展。”吕永跃

说，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大家的参与，村里有如今的成

绩更离不开市、镇各级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步村

里将立足乡村自身特色，利用文化礼堂大舞台，借

力影视元素，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让这里成为既能

体验乡土风情，又能感受现代文明的城市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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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干部添力5天5夜建成3A公厕

33AA景区迎来一批批城里客在此品美食赏美景景区迎来一批批城里客在此品美食赏美景

站在崭新的生态公厕前（如图④），古香古色、设

备齐全的环境让大家惊喜不已。“环境好，设施全，还

有家庭房呢？”杭州游客李阿姨边忙着洗手边说。洗

手后她赶紧带着孙女赶到村文化礼堂，观看村民自编

自演的乡土村晚（如图①），甜滋滋品尝纯手工制作的

麻糍（如图②），然后前往展示厅参观梳针板、木帘子

等特色纺配产品，及犁、耖、粑等反映农耕文化的珍藏

品，寻找那抹久远的乡愁。

走出文化礼堂，大家绕村欣赏新农村美景，争相

在按玉米、茄子等蔬菜形状建造的街角小品前留影，

触摸以毛竹、石块拼凑成的中国版图（如图③），迈步

沿溪边的玻璃栈道寻访曾经让“金三角”辉煌一时的

纺织配件踪迹，全方位领略石江村的独特魅力。

“现在的农村变化大，环境美、娱乐活动多，空气

新鲜，日子过得比城里更安逸。”李阿姨边走边说，农

村居住环境日益改善、配套设施不断齐全，原汁原味

的乡土气息更让城里人留恋。

连日来，石江村特有的山水秀丽景观、独具韵味

的村情风貌让游客叹为观止。据悉，石江村有 1300

多人 580 多户，上世纪 80 年代因纺配行业名声渐起，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三角”，最鼎盛时全村10%的村

民成为业务员，全国各地跑，通过一个刨子、一台台

钻、一把锯子、一把锤子，以用人少、投资少、生产工艺

简单的纺配产业创造了高利润，涌现了众多万元户，

并造起了一幢幢高楼，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近年来，随着纺织行业的沉寂，这一家家“藏富于

民”的农村纺配工厂跟随浪潮经济波动归于平静，部分

村民渐渐淡出纺配行业，并依托我市发达的五金产业

走出村门转型升级，生产健身器材、五金工具等产品。

在村民们搏击商海时，村两委班子也积极致力村

庄发展。一直来，集体经济薄弱的石江村通过整合以

奖代补项目等工作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并在各方

的努力下，近年来村环境配套设施不断提档，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成效明显：一座座用乡土材料、就地取材

创造的韵味街角小品惊艳亮相；一处处美丽景观让游

客留恋；一曲曲动人的村歌让大伙印象深刻⋯⋯继去

年成功创建了市美丽乡村精品村后，近期又迎来了省

3A村落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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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退休老人一年
编写500多篇故事

60万字绘就
多彩西溪文化

3日恰逢周六，西溪镇上坛村新建成的文化

礼堂内热闹开了，村民不约而同来到这里参观

村落变迁史，了解人文志士，感悟浓浓的乡愁。

10多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亮相
在崭新的文化礼堂内，上坛孵坊等故事

介 绍 精 彩 纷 呈 ，展 示 了 村 庄 丰 富 的 人 文 故

事。“村里曾建有孵小鸡的基地，通过展示让

大家了解村庄的变化。”上坛村民吕先生边端

详边说边浏览了打铁做木、婚娶习俗、一座龟

山、千年石井等村庄历史古迹、产业发展的介

绍，并与村民分享心得。

连日来，像吕先生一样，上坛村村民吃过晚

饭，总爱凑到文化礼堂内，观看村里特色物品，了解

村庄新挖掘出来的人文、景观、产业发展故事。

“这些不为人知的10多个故事是今年才挖

掘出来的，通过展示让大家了解村庄发展。”上

坛村村民吕土金说，多亏镇里组织了专家团队，

对镇里各村的历史人文、景观文化等进行挖掘，

才能让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得以留传。

近年来，随着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西溪镇

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吸引了贾寨沟等一

批大项目陆续落地。同时，该镇以优越的生态环

境、城景相融的宜居家园、影视特色的旅游小镇

为定位，提速生态影视小镇发展。为让这里的文

化更多彩，去年5月镇里聘请了从文化局退休的

董向荣、桥下初中退休的黄岩月、退休老师黄兴

然3位老同志，组成专家组深入42个村挖掘人文

历史故事，让其代代留传，助推当地文化发展。

3位老人挖掘500多个故事
自重新上岗后，这支平均年龄70岁的专家

团成员先做好功课，查阅村志、宗谱以及市志等

资料，骑上三轮车前往各村寻找挖掘。同时，他

们还深入一线与各村70岁以上的老人聊天，通

过实地走访、爬山越岭探寻这里的精彩人文故

事、景观文化的发展。

每每了解到详实的故事后，专家团就分工明

确，认领每人较熟悉的记录编写成稿。领到任务

后，队员们精心进行前期酝酿，心中有谱后再精

心编写，根据听、查、记掌握的故事梗概创作了一

篇篇内容详实、生动有趣的故事，供后人参考与

查阅，让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经过1年多的努力，专家团队走访了42个行

政村，踏访了上百座景点，采访了数百位老人，共

拟写了550多篇60多万字的西溪人文、历史、景

观等故事和传说，进一步丰富了西溪的多彩文

化。“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本土文化的挖掘，专程

聘请我们参与，能为镇里发展做贡献，是大家的

自豪和荣幸。”72岁退休教师黄兴然说，接到任务

后，队员们备感自豪，下定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目前，像上坛村一样，西溪镇42个行政村，

村村有故事，个个都精彩：如尚黄桥村三个农民

成佛的故事、桐塘村吕钦璜将军抗日的故事、上

蒋村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目前，这些故事

有的已通过西溪镇举办的微电影、微视频大赛

搬上荧屏，有的已编进村志或展陈于文化礼堂

内，供大家阅览了解。

同时，这些精彩的西溪故事将装印成册，现

已送往杭州刊印，并聘请杭州的著名作家团队正

在校对、编稿，不久后这部具有地方特色的书籍将

与读者见面，让大家领略精彩西溪的点点滴滴。

3A生态公厕从选址到建成5天5夜完工

升级中的精品村再创“石江速度”

深秋的西溪镇石江村彩叶成森，在这片景美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里，上百名来自杭州、台州的
游客实地触摸新农村建设成果，这也是这座“准3A”旅游景区村落正式“迎客”。

近年来，在西溪镇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素有“金三角”之称的石江村两委班子持续发力积极
推进新农村建设，让这个率先创建精品村的美丽乡村稳步迈入乡村振兴之路。这两年，随着西
溪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率先完成环境蜕变的石江村立足自身特色，积极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后备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作用，致力做好“美丽+”文章，切实打造村强民
富、独具韵味、富有活力的新农村。

□记者 秦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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