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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陈走进大陈
大型融媒新闻采访行动大型融媒新闻采访行动（（九九））

大陈村作为我市乡村振兴的火车头，创业青年集

聚，业态丰富，目前已有10家“青年之家”落户在此。

5月1日，青年创客黄俞钧所开的三木手作店

里挤满了游客。大家一同目睹手工皮具制作工艺，

有些则亲自上阵体验一番。“我是在2017年10月进

驻大陈村的，早些年就有创业的想法，但一直没找

到合适的平台。”黄俞钧介绍。刚开业时，由于业态

新颖，该店迅速在朋友圈内走红，每逢周末、节假

日，前来体验、购买手工皮具的游客络绎不绝，间接

提升了大陈村的名气，带动了旅游消费。

2018 年，我市首个青年创客联盟党支部在大

陈村成立，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学习提升、互

相帮助、信息沟通往来交流的平台。青创联盟党

支部的成立，有利于聚拢企业、人才、智力等资源

优势，服务青年创业，发挥好联系、凝聚和服务联

盟成员的作用。

“这些年来，我在村干部及创客联盟的帮助下

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也见证了大陈的蜕变，感受

到了大陈村党员干部为乡村振兴无私奉献的精

神，其中的点点滴滴都深深感染了我。”黄俞钧说，

“我在去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想以党员的身份为

我的第二故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青年创客联盟党支部里，像黄俞钧这样有

梦想、有抱负、有知识的青年创客不在少数。近些

年，青年创客联盟党支部着重推动新兴领域党建

工作，成为开展常态化的学习交流、政策咨询、资

源对接、项目孵化和投融资牵线服务的重要载体，

不断提升青年创业创新环，让创业青年共享资源，

助力青年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前仓镇大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建伟：
大陈的乡村旅游能够红红火火，就是承载了

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初心，这是一种传承百

年的初心，是为了人民幸福而奋斗。

建党百年节点上，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将牢

记初心，继续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赋予乡村新

型业态的生机活力，以旅游业发展为契机、以大团

结为支点，让村民的袋子鼓起来，让村民的笑容多

起来。

书记表初心

初心故事

授旗仪式上授旗仪式上，，陈建伟陈建伟（（左二左二））挥舞旗帜表初心挥舞旗帜表初心

“青创联盟党支部如磁场般吸引我”

挖掘好石雅村的红色文化
日 前 ，中 国

作家协会会员、
永康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胡树彬向

石雅村党支部书记陈俊彦传来了一
条好消息——胡树彬为石雅村撰写
的《历山脚下石雅红》一文已基本完
成。这意味着，石雅村即将拥有第
一篇描写本村文化的文章了。

历山地处永康、缙云交界，曾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在村里，口口
相传着一些红色革命故事。

“摘掉‘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帽

子后，我们很有必要在文
化上带领村民‘脱贫’。石
雅村不缺乏红色革命的素
材，今年借着建党百年这个
热潮，我们可以去收集、保
存、宣传这段红色文化。”去
年刚当选石雅村党支部书
记的陈俊彦，很快就将工作重心放在
了村子的红色文化挖掘上。

村里有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叫
陈桃子。他当过卫生兵，曾担任石
雅村近 20 年的党支部书记，对石雅
村的革命文化颇为了解。每当胡树
彬来村内采风，陈俊彦总会陪同他

与陈桃子交谈。“丽水特
委如何在历山山坑内活
跃？”“红军时期至解放战
争时期，石雅村如何不知
不觉中发展了 7 名地下
党员？”“地下党当时常常
在村民陈振宝家开会？”

一件件琐碎的故事，一点点细节，陈
俊彦等人听得津津有味的同时，还
会仔细做好摘记。“这些革命故事可
都是石雅村的宝贵财富啊。”陈俊彦
十分感慨。

近年来，在陈俊彦和其他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村民对村里文化气氛的

需要越发强烈。如以特色节庆活动
为载体的三八美食节、村民自发组织
的太极拳队等，村民以文化为桥，不
仅增进了邻里感情，而且增添了本村
的文化氛围。不久前，有人瞄准了石
雅村的地理优势，在此开设了一家松
石展馆，吸引了不少山外客。

陈俊彦说，乡村文化建设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通过前期的收
集，石雅村在文化挖掘方面已是“底
气十足”。下一步，陈俊彦将继续把
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提升
村民的文化自豪感，激励他们积极
参加村集体活动，以此来凝聚民心。

并村更并心 凝心聚力促发展
2019 年 ，我

市进行各镇街区
行政村规模调整，
前仓镇的新下村、

界牌村、榭垛村、麻塘村、大处村、大坞
村等6个村合并为篁源一村。从2008
起担任榭垛村党支部书记的叶仁伟，
便成了篁源一村的村党支部副书记，
主要负责党建、村务监督两块工作。

“其实镇里曾考虑合并3个村，但
我们 6 个村原党支部书记私下商量
后，决定共同努力。”叶仁伟说，多村合
并，人多力量大，有利于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而并村后真正实
现内在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并村后，篁源一村最
早的两次党员大会到会率
都很低，有的党员甚至早
退。作为党建管理的一把
好手，叶仁伟接过了重任，
下决心将曾经小村的好风
气带到大村中。

从原本管理 30 多名党员到合
并后管理近 200 名党员、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叶仁伟努力做到了
解每位党员。加微信、上门走访，他
与每个人都进行了单独谈话；他规
范纪律，请假必须写请假条，连续 3
次不到会的报上级党委处理，即使
是自己远在云南的女儿，也没有特

殊对待；他还结合党章，
出台了《篁源一村党员管
理制度》，对每项评分办
法都作了具体规定，党员
与村民代表都适用。从
第三次党员会议开始，到
会率超过96%，每一次群

里通知，大家都会回复“收到”。
人心，就是开启融合发展的一

把关键钥匙，从党员干部到每一位
村民都齐心协力，乡村才能振兴。

“当干部，威信很重要，需要多沟
通，尤其是并村后其他自然村的村
民对我都不熟悉。”叶仁伟说，他经
常花两三个小时，将 6 个自然村都

逛遍，察民情听民意，并明确村民
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做好后半篇
文章后，该村顺利实现农村集体资
产、资金和资源等“三资”真正的融
合 。 同 时 ，在 全 村 人 的 共 同 努 力
下，篁源一村已顺利通过美丽乡村
十无村的验收。

从前，村民看到顺手捡起垃圾
的叶仁伟会说：“村干部有什么了不
起的，还不是在那捡垃圾。”后来，在
他的带领下，大家都渐渐成了随手
捡起垃圾的人。在叶仁伟的微信朋
友圈签名上写着：全力以赴，比别人
多做一点。这，便是他作为一名党
员、一名村干部的最大的目标。

叶仁伟

篁源一村
党支部副书记

1968年出生
2003年入党

多做实事，村民总能理解的
自去年接任

前仓镇前仓村党
支部书记的那一
刻开始，张如光

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在确保维护
小城镇成功创建的成果上，更进一
步提高前仓村的村集体收入，让村
民迈向富裕、文明、幸福的新生活。

前仓镇是“中国文教用品生产基
地”。据了解，该镇最早的文教市场
是从前仓村兴起。上世纪90年代开
始，前仓村的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业务员在此采购，文教用品从单一的
标牌、红领巾等逐渐扩展到了校服、

黑板及教学仪器。随着业
务的扩大，“前店后厂”的经
营模式，在前仓村随处可
见 。 欣 欣 向 荣 的 发 展 背
后，无法掩盖“脏乱差”的
村容村貌。“几年前，在前仓
村内开车，轮胎一天会被路
上的铆钉、铁钉等扎漏3次。”这是张
如光的亲身经历。

2018年至2019年，前仓镇下大
决心、花大力气、投入巨资开展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前仓村是前仓镇
政府的所在地，前仓村的村容村貌直
接关系到前仓镇的形象。时任前仓

村村委的张如光和其他
党员干部一起积极参与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当了解到一些村民会把
垃圾乱堆放在家门前的
空地上，环境意识薄弱，
张如光和村干部沟通，选

择村内3处“硬骨头”先开展整治，将
它们打造成干净美观的街角小品。
果然，很多村民注意到村里的变化
后，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

“有了正面的引导，村民积极性
很高。碰到‘钉子户’，村干部主动上
门，拉家常打感情牌，转变他们的思

想。”张如光颇有感触。清扫了主干
道路、清理了楼道垃圾广告、修整了
绿化花坛，全面排查清除了卫生死
角，如今，前仓村通过积极整改村内
环境，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提升。

除此之外，村内多元化、现代化、
规模化、系列化的文教产业呈平稳上
升态势，该村向“文教特色小村”迈步。

张如光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最该拥有的就是为村民干实事的热
情。在“一肩挑”政策下，开展日常
村务工作时，每当张如光遇到难题，
他都会默念一句话——多做实事，
村民总会理解的。

张如光

前仓村
党支部书记

1977年出生
2005年入党

打造魅力古村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吴红亮

曾任后吴村
党支部书记

1951年出生
1970年入党

党员党员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走进前仓镇
后吴村，仿佛穿
越了 800 年的时
光。这个依山傍

水的村庄有着明清时期建造的祠
堂、厅等建筑 10 多处，古民宅大院，
精舍 20 多幢。因其文化积淀丰厚，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曾任后吴村党支部书记 20 多
年的吴红亮见证了村庄的一步步蜕
变。他 19 岁从军，20 岁入了党。退
役回来，便一心扑在村庄建设中。
上世纪 90 年代，吴红亮眼看村里古

祠堂、古建筑逐渐损坏，便
起了修缮的心思。

在吴红亮看来，既然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就
不 应 任 由 它 们 日 渐 没
落 。 一 开 始 有 些 村 民 不
理解，他挨家挨户宣传教
育 。 国 家 补 助 的 资 金 很 少 ，他 四
处筹集资金。

为让更多能人志士参与到后
吴村的古建筑保护和建设中来，吴
红亮与村班子成员想到了办文化
节。在市政府、镇政府的支持下，

从 2000 年 开 始 每 年 举
办的后吴民间民俗文化
旅游节，已经成为我市
荟萃民间传统文化、繁
荣文化旅游市场、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载
体，也让广大村民保护、

传承、弘扬古建筑文化的意识越来
越强。

2006 年起，后吴村先后被评为
省文化示范村、省历史文化村（镇）、
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荣誉的背后，离不开吴红亮一

次次自费去省里、去北京对接。“当
时我 70%的时间都花在村庄建设
上，家里事业全由家人负责管理。”
吴红亮说，还好村班子团结，家人又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后吴的发展一
直很顺利。

2008 年，吴红亮退休后，继续
在村里发光发热。大家总说“有事
找老吴”，村里有什么事总喜欢找
他商量。吴红亮说，看如今村里办
起了民宿，游客越来越多，深感欣
慰，虽然年龄渐长，但只要身体吃
得消，就要多做点。

陈俊彦

石雅村
党支部书记

1973年出生
1993年入党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大陈村村嫂正在包

粽子，所用的猪肉是肥瘦相间的两头乌猪

肉，毛芋是鼎鼎有名的大陈‘舜芋’⋯⋯”4月

27日，前仓镇大陈村的年轻党员陈喜燕正通

过抖音直播销售大陈的“铜罐粽”。

“铜罐粽”是大陈村的一个特色，其原理

和铜罐饭差不多，利用铜罐密封性好的特

点，用柴火煮上数个小时，煮出来的粽子特

别香。“以前，很多大陈村人带着‘铜罐粽’外

出务农，在野外生起火来热一热，足以解决

一顿饭。”陈喜燕说，“铜罐粽”不仅美味，更

是代表了老一辈大陈人吃苦耐劳的精神，饱

含着一代人深深的记忆。

党员直播带货是大陈村今年推出的一

项新举措。大陈村通过组织一批年轻的党

员干部、村民运用抖音、微信小程序销售村

里的农产品，主要目的是通过新媒体宣传大

陈、推广大陈。

在大陈村发展历程中，青年人才起到了

注入新鲜血液的作用。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陈建伟说，之前村里的民宿旅游有了较大起

色，但很多青年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回村创

业的少，究其原因是缺少创业平台。于是，

村里决定将老祠堂打造为“创匠工场”，在发

展民宿、招商引资的同时，积极引进年轻创

客和新兴业态，为新媒体工作者、手工艺人

等提供免费的办公及活动场所。

红 色 精 神 塑 造 了 一 个“ 美 丽 大 陈 ”，

它 同 样 将 引 领 青 年 创 客 打 造“ 蓬 勃 大

陈”。2018 年，我市首个创业青年联合党

支部——青创支部在创匠工场成立，这是

一支由大陈村青年创客组成的队伍。这批

青年创客为该村带来了扎染文化，带来了

手工制作皮具的体验，还有的通过拍摄，记

录锡雕、铜壶、古典乐器等传统手艺，与网

友分享关于大陈村的趣事，弘扬大陈文化。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

是乡村振兴的魂脉。接下来，大陈村的党员

干部、青年人才将围绕前仓镇提出的“艺山义

田”号召，抓住作家驻村的契机，做好乡村振

兴“文化引领”“人才赋能”两篇文章，助推大

陈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村庄发展迈上新台阶。

人才赋能助力发展 文化传承留住魂脉

有了文化支撑的大陈村，吸引了更多的

游客前来和停留。5 月 1 日当天，来自上海、

江苏等地的旅游大巴整齐停放在停车场及进

村道路的两侧，一直从村口延伸到牌坊以外。

“这是我第三次来大陈村旅游，‘逃离’大

城市来这里玩几天，身心都能放松。”来自上

海的游客张海燕对大陈村有着特殊的情愫。

2016年，她第一次来大陈，一进村，就被老房

子、小桥流水吸引，一连住了4个晚上才舍得

离开。2018年的国庆节，张海燕提前两个月

预定大陈村的民宿，二进村时，发现村内多了

一条“舜耕巷”，石头泥土混合堆砌而成的老

房子被改造成私厨、高端民宿、书吧、酒吧，各

种复古元素与潮流元素相碰撞，更显得和谐

有趣。她拍了几张照片发微信朋友圈，好友

连呼惊艳。“因为每次来大陈村都能发现新的

惊喜，所以这次我又来了。”张海燕如是说。

正如张海燕所说，大陈村是一个常来常

新的旅游村庄。2016 年，对于大陈村来说，

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以前村里有

一片空着的老房子，要是村里统一出钱改造

的话，起码得花 2000 万元。”陈建伟说，老房

子是农村的一大特色、一种文化，如果能够

修旧如旧，便能留住乡愁，守住乡韵。于是

陈建伟想到了招商引资，希望吸引一些档次

高的业态进驻。

这不，一家别具特色的私厨就在大陈开

张了。“我自己很喜欢来大陈，当然也看中了

大陈村的人气，所以选择将私厨开在这里。”

碧云天私厨负责人吴文英说，她的私厨场地

是“零租金”向一名老党员租来的。原来，当

初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村里提出将老旧房

提升改造成新业态的商户可免 10 年房租，

做民宿可免 15 年房租。想法一经提出，党

员干部纷纷利用自己的资源，不断外出寻找

适合大陈村的“有缘人”。2016年7月，该村

引进我市第一家主题精品民宿——铜院里，

原先 3 幢荒废多年的土坯房和猪圈，被打造

成以“铜”元素为主题的生活空间，民宿实现

升级。在后续的两三年时间内，经过积极招

商与严格筛选，私厨、高端民宿、书吧、酒吧

等纷纷入驻，丰富的业态组合、高品质的消

费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打卡。

细细想来，这个昔日“一穷二白”的“烂摊

子村”蜕变成如今村强民富的“网红村”，只用

了短短六七年。大陈村如何实现高速高质量

嬗变？这离不开该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离不开党员干部打破

思维定式，实干苦干，善于“无中生有”。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是陈建

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2014年上任以

来，陈建伟便以“领头羊”的身份严格要求自

己，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要有身先士卒、踏实干

事的奉献精神。时间一长，凡事都由党员干

部带头先干成了该村不成文的规定和默契。

以前，大陈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如今，

每年由民宿旅游带动的多种业态经营总收

入达 3000 多万元。大陈村的这条嬗变轨

迹，正是基层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着力谱写美丽乡村和谐曲的生动写照。

旅游产业从无到有 转型升级业态丰富

20192019 年年，，我市行政村规模调整之后我市行政村规模调整之后，，大大

陈村和历山村组建新村陈村和历山村组建新村，，村名定为大陈村村名定为大陈村。。

藏在大山里的历山村藏在大山里的历山村，，具有独特山水禀具有独特山水禀

赋赋，，处处都是风景处处都是风景，，如何有机串联大陈村与历如何有机串联大陈村与历

山村山村，，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大陈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大陈““上山下乡上山下乡”，”，

尽情享受慢生活尽情享受慢生活，，成了新村班子的首要任务成了新村班子的首要任务。。

调整一经到位调整一经到位，，新村班子马上行动新村班子马上行动，，走走

进历山了解村情民意进历山了解村情民意。“。“书记书记，，我们山上的茶我们山上的茶

叶很不错的叶很不错的。”“。”“书记书记，，我们是否也能发展旅我们是否也能发展旅

游产业游产业，，带领村民一同致富带领村民一同致富？”“？”“如果能把山如果能把山

上的有机蔬菜推广出去上的有机蔬菜推广出去，，村民就能增收了村民就能增收了。”。”

在走访过程中在走访过程中，，村民的一言一语村民的一言一语，，班子成员班子成员

都记在心上都记在心上。。

短短两年多时间短短两年多时间，，当初村民的愿望正在当初村民的愿望正在

被一一实现被一一实现。。以前以前，，400400 多亩的历山云雾茶多亩的历山云雾茶

只靠熟人销一点是一点只靠熟人销一点是一点，，而如今依托大陈业而如今依托大陈业

态资源态资源，，经过精心包装经过精心包装，，冠以冠以““历山红历山红””的品的品

牌牌，，以现摘以现摘、、现炒现炒、、现品现品、、现卖的方式宣传销现卖的方式宣传销

售售，“，“历山红历山红””成为了茶叶界的网红成为了茶叶界的网红，，时常供时常供

不应求不应求。。大陈村福建寮自然村与青山为邻大陈村福建寮自然村与青山为邻，，

与白云为伴与白云为伴，，村里一处处石头垒成的房子村里一处处石头垒成的房子，，

述说着悠远的故事述说着悠远的故事。。经过一番精心打造经过一番精心打造，，不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少游客慕名而来，，村里的私厨渐渐有了生村里的私厨渐渐有了生

意意。。茭白茭白、、毛芋等高山有机蔬菜在村里连片毛芋等高山有机蔬菜在村里连片

种植种植，，通过党员直播带货等方式通过党员直播带货等方式，，搭上电商搭上电商

的快车的快车，，走出大山⋯⋯走出大山⋯⋯

到大陈寻古村文化到大陈寻古村文化、、到福建寮尝农家私到福建寮尝农家私

厨厨、、到历山尖品云雾茶到历山尖品云雾茶，，一条旅游精品路线一条旅游精品路线

被成功打造被成功打造，，小而散的乡村旅游互相依托小而散的乡村旅游互相依托，，

发挥出集群效应发挥出集群效应。。

集群效应做强精品 串联资源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