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胡锦 电话：电话：87138122 Email：495317873@qq.com04 特别报道

近日，全市各镇街区行政村规模
调整工作陆续完成，新村民委员会纷
纷成立。在本次行政村规模调整过程
中，象珠镇成立新村民委员会 20 个，
数量位居全市首位，未涉及调整村仅
7个。

涉村比例大，新村数量多，象珠行
政村规模调整任务格外艰巨，在此过
程中，象珠镇党委政府迎难而上，从象
珠实际出发，不走捷径，舍易求难，不
以简单完成任务为目的，而以长远发
展为目标：统筹整合各类资源，优化发
展功能和布局，从规划引领、宗族归
属、文化底蕴角度出发，并出了“象珠
特色”。

从原有的 54 个村到现有 27 个
村，象珠镇做好了以行政村数量的“减
法”，更做对了加快乡村振兴的“加
法”。

规划引领“舍近求远”谋发展

在行政村规模调整过程中，黄岗、白麻塘和方山脚
三个村合并成为了新村，新办公地点设在黄岗村。从地
理位置的远近上看，这三个村都有各自可以组合的村
庄，为何最终确定这样的组合呢？

来到象珠方山，答案跃然眼前。原来，这三个村庄
正好分布于象珠方山的山脚周围，方山自然风光优美，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开发潜力巨大。山脚的三个村庄合
并为一个村庄，意味着方山这块区域被串成了一个整
体，将共同迎接未来的发展机遇。

对于部分村庄个体而言，这样的合并或许是“舍近
求远”的做法，但从大局考虑，体现的正是规划引领，进
一步拓展村庄发展途径的长远谋划。三村合而为一，从

数量上看是做“减法”，但从质量上看则是“加法”——方
山区域的整合，有利于未来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将美丽
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行政村规模调整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快乡村振兴、建设“大美乡村”的必然要求。
象珠镇党委政府在行政村规模调整过程中，以规划为引
领，以为人民谋发展为第一诉求，探索组合优化的可塑
造性，同时通过以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贫
村，实现优势互补、集聚发展。

相信在三个村的合力共建下，风光旖旎的方山一定
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象珠的又一张“金名片”。

白窖如天，上下半年。这句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康古
谚，如今依然被大家所津津乐道。永康自古手艺人多，
那时，交通不便，白窖岭便是永康“出门侬”走南闯北去
讨生活的必经之路。“出门侬”正月出门，到中元节归来；
中秋节出门，然后腊月归乡。家乡人每见一次，都是半
年，于是有了那句古谚。据说，宋代状元陈亮还曾专门
在皇帝面前说起永康的这个古谚。

这句古谚，正是永康人走南闯北工匠精神的历史传
承。在本次行政村规模调整过程中，前桑园村、椒坑村
以及白窖村三个村将合并成新村，新村村名就取其义为

“白窖岭村”。
定名过程，并不容易。有人说，“叫白窖岭的话，我

们村岂不是都被白窖村给并‘没’啦？”也有人建议三个

村各取一个字，凑成新村名。
“各取一字凑成的名字没什么意义，我们取名就要

取得有意义，不仅要对当代人有所交代，更要从长计议
为子孙后代负责。”面对村民的质疑，象珠镇党委政府组
织各方反复商榷，加之与村民代表的沟通协调，三个村
终于达成一致，欢欣鼓舞地接受新名，并开始期盼“白窖
岭”未来的文化发展之路。

历史文化不丢弃，新村命名有依据。
新村“白窖岭”的诞生，也体现出了象珠镇党委政府

在组织新村命名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渊源、文化习
俗、地理环境、外界知名度等因素，在尊重历史、听取民
意、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研究确定的特点。

挖掘底蕴 村名命名有据可依

宗族归属 以强带弱共建共享

官川村位于象珠南部，东与三井头村、下柏石村接
壤；南连南湖村、郎川村；西与汇杨村、派溪吕村隔溪相
望，北临清渭街村、荷园村。全村共有1012多户近2500
人，外来人口 500 多人，常住人口超过 2800 人。东永大
道穿村而过，连接东永一线，东永二线，交通十分便利。
官川还曾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2009 年被评为“永康市
文化示范村”。

在这次行政村规模调整中，人口 140 人的南湖村和
114 人的汇杨村并入官川，建立新村，村名定为“官川”。
从并村原则上看，官川属于大村，可以不涉及调整，从地
理位置上看，官川的调整方案也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
么是南湖和汇杨呢？

“官川村和南湖村村民的主要姓氏都为‘胡’，在历
史宗属上是同根同源，官川村发展相对较好，通过以强
带弱，以大带小可以更好地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
补’。”象珠镇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宗族归属为根，文化认同感为魂，看到新村，不仅
可以回望过去，还可以透视未来：官川村历来重视文化
教育和公共事业，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南湖村和汇
杨村并入后，公共资源得以与后两者进行共建共享，反
观之，并村之后的新官川也将迎来更好的人气。

以宗族归属为媒，以强带弱实现共建共享，官川新
村的成立，使得域内凝聚力大大增强，综合竞争力真正
实现长远的“加法”。

象珠并村缘何
“自找麻烦”？

“多村合并不能只依就近原则，而要

兼顾规划，立足长远发展”“新村名不能各

取一字，而要深挖底蕴”“有多种并法的不

能说并就并，要统筹各要素，实现最优并

法”⋯⋯在行政村规模调整过程中，不同

的并法引发了些许争议。在很多人看来，

象珠行政村规模调整的一些曲折简直就

是“自找麻烦”。

象珠并村缘何“自找麻烦”？

因为，象珠镇的班子成员和镇村干部

们就是敢于寻找“麻烦”，解决“麻烦”。在

他们眼里，行政村规模调整不仅是当下的

重大工作任务，更是事关象珠发展，人民

幸福的百年大计。

自全市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开展以

来，象珠镇党委政府坚持“规模调大、布局

调优、实力调强、班子调好”的思路，集思

广益，征求民意，不走捷径，不断挖掘历史

文化底蕴，结合发展规划，制定最优调整

方案。

象珠并村“自找麻烦”的底气，来自于

党员干部们“敢担当、重实干”的态度，更

来源于科学算好“加减法”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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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珠：今天的减法 只为明天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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