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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快了，下个月村里的老年食
堂就要开张了，以后吃饭我们就很热
闹了。”在村委会办公楼，76 岁的村民
章阿婆与记者分享了一个喜讯。

“美丽乡村建设，我觉得既要有外
在美，也要有内在美。发扬孝文化是
我们黄塘下村的传统，建设老年食堂
是标配。”王戟说，该村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就办在村委会办公楼边上，目
前相关的硬件配套等都已经弄好，初
步定在下月初开张。开张后，老年食
堂每天供应午饭和晚饭，只要年满 55
周岁的女村民和年满60周岁的男村民
都可以到老年食堂就餐。

王戟坦言，由于目前村集体经济
薄弱，为了维持老年食堂的正常运营，

会向前来就餐的村民收取一定伙食费
用，收费标准则参考年龄大小，每个月
的费用分 400 元、280 元、180 元和 80
元四个等级，90 周岁以上的老人则免
费就餐。

“一个月 180 元，折算回去相当于
每天只要 6 元，就能吃到新鲜可口饭
菜，很划算。”章阿婆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该村老年人对
即将开张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充满
期待，村里的妇女则对生态洗衣房有
了更多的念想。

“以前，我们都习惯在池塘边洗衣
服的。那个时候大家围在池塘边一
边 洗 衣 一 边 聊 天 唠 家 常 ，还 挺 怀 念
的。生态洗衣房弄好后，我们又可以

找回以前洗衣服的乐趣了。”路过正
在建设的生态洗衣房，村民陈女士和
邻居张女士调侃着要互相约伴来这
里洗衣服呢。

“姓王街里有传承，呐喊依稀脑海
深。前辈归来不识路？不似老村是老
村。绿树三千东风暖，双溪百里湖水
清。谁人辛苦种茶花？妙山尖上望湖
亭。华东飞渡村头建，名园大道村尾
连。阖家老少欢笑多，幸福常驻老阶
沿。”李光明说，这是一位热心人为点
赞村里铆足干劲建设美丽乡村专门作
的打油诗，很振奋人心。下一步，该村
将一如既往，齐抓共管扮靓村庄环境，
让美丽乡村建设“内外兼修”，稳稳托
起村民宜居的幸福生活。

扮靓面子夯实里子 留住乡愁传承文化

黄塘下村美丽乡村建设“内外兼修”
经济开发区黄塘下村位于

老 东 清 线 边 上 ，全 村 有 村 民
850多人，外来人口400余人。

今年以来，黄塘下村以党
建引领，全村上下掀起了一场

“美”的变革，从拆除乱搭乱建、
清理乱堆乱放的环境整治，到
道路硬化、两侧绿化美化，再到
街角小品打造，生态洗衣房、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等，打出
一套扮靓脸面、夯实里子的“组
合拳”，齐心协力向争创美丽乡
村秀美村冲刺。

27 日，记者来到黄塘下
村，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
的村景、绚丽多彩的墙绘⋯⋯
一幅美丽乡村的画面让人赏心
悦目、心旷神怡。

“跟以前比，村里的环境确实变化
很大，也干净整洁了许多，但眼下最担
心的就是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现象会
反弹，我建议再对村里进行一次动员，
号召村民继续维持好‘门前三包’的工
作，另外再组织一次党员干部、村民代
表的大扫除公益劳动，提高村民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性⋯⋯”当日，在黄
塘下村村委会办公楼，该村联村干部
朱跃强与村党支部书记李光明、村委
会主任王戟正在商量美丽乡村建设中
如何“查漏补缺”的相关事宜。

“美丽乡村验收对我们来说，就是
一场大考。现在离验收只剩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备考’的还真不
敢放松。”谈及村里争创美丽乡村秀
美村的工作，李光明一边擂战鼓，一
边和王戟、朱跃强一起走村入户查找
不足。

记者跟随李光明一行边走边看，
相较两个多月前，黄塘下村颜值又提
升了不少。经过一系列环境整治，该
村曾经乱搭乱建的小屋、垃圾死角等
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不是硬化后画
好停车线的停车场，就是青砖砌成、绿
植满眼的花坛。

“光明，快来看看，前段时间撒的
花种我还担心长不出来，没想到这么

快就长出小嫩芽了。”在该村环村公路
的一个花坛边，村民王大爷见到李光
明一行，赶紧上前分享了喜讯。

王大爷家就在该花坛附近。昔日，
该花坛区块就是一个垃圾死角，自从村
里进行环境整治，把垃圾死角建设成花
坛后，他别提有多高兴了。特别是在花
坛上撒下花种、种上绿植后，王大爷就
经常去该花坛边转悠，关注绿植长势，
也义务当起了花坛保洁员，看到有垃圾
就会主动清理。“以前是垃圾场，现在变
成了小花园，这是村里美丽乡村建设带
给我的福利，我们没理由不维护好的。”
王大爷笑呵呵地说。

美丽乡村建设中，街角小品是锦
上添花的点缀。黄塘下村作为我市的
革 命 老 根 据 地 ，有 着 浓 厚 的 历 史 韵
味。为此，该村村两委充分尊重历史
和村庄现有实际的前提下，在街角小
品打造上做足了“故事”的文章。

在该村的东西村口分别建设了红
船和党旗标志街角小品，传承保留村
里那段“光辉历史”和“红色记忆”。

该村的妙山公园未被改造前只是
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经过改造
后，成了村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场所，
俨然成了新地标。“村里打罗汉是比较
出名的，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所以我
们就在妙山公园山脚位置，打造了以
十八罗汉为主题的墙绘街角小品，向
前来休闲健身的人们普及打罗汉的民

俗文化。”李光明介绍。
沿着山脚拾阶而上，便是一座望

湖亭，面对的正是该村的双溪湖，沿着
小山顶的游步道移步往前，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用墙绘装饰一新的老水塔。

“这座水塔有三四十年历史了，虽然废
弃不用很多年，但承载见证了村民用
水的变迁故事，所以我们打造了文化
园，用墙绘和挑水、提水小铜人，唤起
着村民的乡愁记忆。”王戟说。

辗转来到该村的姓王街路，这条
窄窄不起眼的小村道长200多米，用石
子青砖铺成的小路古色古香，与边上
的泥墙瓦房相得益彰。王戟介绍，这
段路在他们小时候就是石子路，只是
年份久了不是很完整。村里经过商量
统一，还是决定恢复原有的石子路特

色，也算是保留乡愁记忆的一部分。
事实上，为守护好村民的乡愁记

忆，黄塘下村两委不仅在街角小品打
造上下足功夫，在日常工作开展也十
分用心。李光明一行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村民在自家菜地里插着一根根
小树棍并套上了塑料袋，为的就是用
来吓唬驱赶鸟类，以免破坏庄稼，但
这并不环保也煞风景，影响村庄环境
的美观。

如何在能保护庄稼的前提下，又
能让村民心甘情愿地撤走这些树棍塑
料袋呢？李光明一行现场商量起了对
策，并征询菜农的建议，用“货真价实”
的稻草人来代替，打造一片童趣有味
的美丽田园。很快，这个点子就得到
了不少村民的一致认可。

昔日乱堆乱放的垃圾死角，如今“变身”停车场和花坛

打造有故事的街角小品，守护好村民的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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