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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书香一线牵
梅园公益阅读协会游学扶贫理县

□记者 高婷婷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2 日晚 6 时

不到，丽州广场前聚集起了一小队人，队伍

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都是梅园公益

阅读协会“爱在西北方”游学团队成员，正预

备前往四川阿坝州理县，结对帮扶贫困学

子，沿途播撒爱心和阅读之花。

游学团队由梅园公益阅读协会、红十字

会、关工委等组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教

师、退休干部、司机等，但无一例外抱着一颗

热爱阅读和公益的心。

“我们中华自古倡导游学之风。游学，即

读书人离开熟悉的家乡，四处拜访名师，增长

阅历。从书本中来，到实践中去。”梅园公益

阅读协会会长黄梅芳向记者分享了活动初

衷。梅园公益阅读协会一直将“读好书、做好

人、传递爱心、传播经典”作为协会宗旨并实

践于行。据了解，这是梅园组织的第三季“爱

在西北方”活动。第一季始于2017年甘肃省

平川；2018 年，梅园与金华学校联合到青海

省湟中县助学，同年回访甘肃。

在梅园的牵线搭桥下，我市一共有35名

热心人士与理县学子达成了一对一助学结

对。

与此同时，在热心企业的赞助及各学校

的支持下，梅园公益阅读协会将获捐的 700

多册图书运往理县，在杂谷脑小学搭起了

“浙江永康梅园爱心书屋”，4 日举办启动仪

式。他们相信，“梅园爱心书屋”的建立，一

定能给热爱阅读的理县孩子带去帮助，惠及

更多学子。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外出助学活

动。”梅园新成员胡海燕笑着对记者说，她这

次出行可谓是“拖家带口”，不仅带上了父

亲、在读大学的侄子，还给5岁的儿子也报了

名，好不热闹。“我希望从小教育孩子常怀一

颗善心，学会帮助他人。”她身体力行地践行

着“爱的教育”，结对了2名理县学子，负担他

们的上学费用。

胡海燕是一名资深公益人，连带着儿子

张星伟也跟着参加了不少公益活动。问及

小朋友此行目的，张星伟奶声奶气地说：“我

准备了很多零食，还买了铅笔盒、书，要带给

四川的小朋友！”一番稚嫩的话语逗乐了在

场的大人。

“海燕、星伟，该走了！”大巴处，同伴在

呼唤胡海燕一家人。临走前，记者给他们拍

了一张相片，相片里天空湛蓝，映衬着他们

的笑容从容而坚定。

晴空下，我们很荣幸地见证，理县、永康

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阅读而携手，因爱和

奉献凝聚在一起。

自古商人逐利天经地义，但永

康却有一家不走寻常路的银行。

它致力做“小”做“散”，被称作农民

的好朋友；它的足迹遍布永康每一

处偏僻犄角，被百姓称作家门口的

银行。市政府主要领导曾表扬它

是“讲责任的先行者、讲情怀的引

领者、讲大爱的示范者”。它就是

——永康农商银行。

在永扎根 60 年，风雨同舟，与

永康经济脉搏和声共鸣，永康农商

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践行

公益民生，真情反哺地方经济，以

一个金融机构最大的努力，用农信

人特有的忠诚和奉献，为永康的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

献。

“我们始终认为，责任与担当

是我们永康农商人砥砺前行的精

神品格。我们不仅仅要实现自身

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履行社会责

任。”胡公后人、永康农商银行董事

长 胡 建 群 道 出 了 “ 永 康 农 商 精

神”。一直以来，永康农商人始终

以对农信事业负责、对百姓负责的

责任担当，承担着永康经济社会发

展中关乎民生的政治任务和社会

责任，全力打造永康人自己的“贴

心银行”。

谈起永康农商银行，新新彩印

厂董事长赵子帅的脸上露出了笑

意。“永康农商行是一家关爱农民兄

弟、处处为企业着想、政策灵活贴心

的银行。”2001年，还是一名赤足务

农者的他萌生了创办彩印厂的想

法，但大额的启动资金成了办厂路

上的“拦路虎”。正当此时，永康农

商银行向他伸出了援手：考察完实

际情况后，不到三天时间，一笔 48

万元的贷款便打到了赵子帅账户

上，令他充满了创业的动力。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永康农商银行一直充当农民兄弟

的“送炭人”，倾心支持“三农”、小

微企业经济发展，全面融入乡村振

兴。2018年，永康农商银行与市委

农办共同举办了“政银携手 乡村

振兴”——永康农商银行助力乡村

振兴五年大行动会议，与全市所有

镇街区、行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签署了乡村振兴合作协议，投入

3000 万元设立“乡村振兴·普惠金

融”专项奖励基金，并承诺五年时

间计划投入 80 亿元信贷资金，5 年

内在全市所有 200 人以上的乡村

实现丰收驿站全覆盖。

这是永康农商银行作出的承

诺，也是吹响永康乡村经济繁荣的

一个号角、一个信号。它象征着

“政银携手”落进现实，美丽乡村建

设有了一个强有力后援。石柱镇

塘里村党支部书记孙朝厅激动地

说，永康农商银行助力乡村振兴五

年大行动，让他们看到了乡村振兴

的希望，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

“让金融更有温度，让服务更

具情怀”“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

所急，解客户之所难”，这是新时代

永康农商银行的服务宗旨，也是永

康 农 商 银 行 大 公 无 私 的 为 民 情

怀。他们身体力行，用新时代新语

言新行动，诠释了“公为天下，福民

益邦”的胡公品质，诠释了“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胡公精神内核，用

大爱的情怀、实干的力量，向社会

传递责任担当与满满的正能量。

在风景秀丽的历山脚下，有个

耳熟能详的“网红村”——前仓镇

大陈村。作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个样板，10多年来，大陈村经

历 了 从“ 脏 ”到“ 美 ”、从“ 乱 ”到

“稳”、从“穷”到“富”的蜕变。而每

每提起这段不可思议的嬗变历程，

都少不了一位关键人物——大陈

村村委会主任陈泽胜。

“我和大陈，可以说是共同成长

的。初上任时，它一无所有，而我也

毫无治村经验。”陈泽胜是土生土长

的大陈人，2004 年，在乡亲们的期

盼下，一直在武义办厂的他回到村

里，被大家推举为村委会主任。回

忆当时的大陈村，陈泽胜挠挠头，称

其为“乱摊子”——村貌脏乱差，村

况不和谐，村民怨声载道。

面对这副状况，陈泽胜潜心当

起了把脉问诊的村子“医生”，首要

就是理清村民之间的关系。分田

问题一直是村里久治不愈的“心头

大患”，他花费整整一个月时间，硬

着 头 皮 强 势 地 把 这 事 落 实 到 位

了。“这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谁

都不能吃亏。所以，要按最公平的

办法来，不能怕得罪任何人。”陈泽

胜笑称，在村里做事，要学习胡公

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的精神，不能

缩首缩尾。

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后，各

方村民也渐渐开始向和。陈泽胜

心中甚喜：是时候开始大干实事了。

农村要发展，离不开钱。但大

陈村是典型的农业山村，大部分村

民以农业种植为主业。加之地理

偏僻，交通不便，村民种植的毛芋、

葡萄等农产品常常“销售难”。趁

着农村“三清四改”政策的推出，陈

泽胜喊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的口号，动员村民认真搞起了卫

生，誓要彻底从“脏乱差”里跳出

来。而这摇身一变，引得各镇街区

刮目相看，也使得各项惠利政策逐

渐向大陈倾斜。

2012 年，大陈村名列我市的

第一批精品村创建名单中。好事

当前，陈泽胜心中的大石却仍未放

下：“一味靠政策也不行，想让村民

和集体都富起来，必须要转型，从

美丽乡村转向美丽经济。”他提议

全村以民宿建设为突破口，发展乡

村旅游。“村子边上就是盘龙谷、虎

踞 峡 景 区 ，有 吃 有 玩 ，却 没 有 住

宿。我们就找准这个空当，帮景区

做配套。”说干就干，他和几位村干

部开始着手谋划，以“前仓慢生活”

为主题起步，精心挑选了 7 户人

家，尝试做第一代民宿。陈泽胜走

访各地拜师学艺，不仅自己搞设

计，还带领村民四处采购装修材

料。

为了拓宽客源和丰富业态，颇

有经商头脑的陈泽胜把精明的理

念全部用到了村庄的改造上，带领

村民走出了“无中生有”“物尽其

用”的道路。他告诉记者：“先贤胡

公，能突破常规从政，只因一心为

了平民。为了百姓，胡公敢于向皇

帝耿直进谏，敢于做旁人不敢做的

事情，这不正是我们村干部应该学

习的榜样吗？”

废弃的猪栏，改成了一座咖啡

馆；祠堂里的小偏房，木桩为凳、磨

盘为桌，便可作为一间茶室⋯⋯在

陈泽胜的眼里，大陈样样是宝。“哪

怕是一座厕所，也要做成景区。”果

不其然，大陈村 2017 年建成的生

态公厕“第 5 空间”成为网红打卡

地，还上了两次央视。

一个未接触过艺术的农村汉

子，是如何想出这么多雅正小资的

金点子的？他的好搭档、村党支部

书记陈建伟称赞他：“一是用心，二

是悟性。”近几年来，他和村支书几

乎跑遍了省内外旅游胜地。平常

也不得闲，白天忙着在村里搞设

计，晚上则忙着招商引资。

大陈村从原先全年集体收入不

足8万元，到2017年年收入80多万

元，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逐步

得到改善，这是陈建伟、陈泽胜和村

两委一班人最大的欣慰。陈泽胜

说：“我把最青春、最有活力的年华

都献给了村里，我心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