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街道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是
一个清澈溪水环绕、商业繁荣的富裕
村庄，也是“十八蝴蝶”飞舞的地方。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高镇股份经济
合作社历经数十年的蝶变，成了“美丽
宜居 浙江样板”双百村、“中国十大幸
福村庄”。近日，融媒记者回顾“三富”
高镇的振兴之路，探寻村强民富的“幸
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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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表初心

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王根红:
高镇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从过去

以纯农业为主的贫穷落后村变成了现在道路通畅、环境优美、集体经济雄

厚、社会稳定的富裕村。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的核心作用，践行

“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信条，努力做好三块工作：一是打造好

的营商环境，不断发展高镇第三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二是抓好基层

治理工作，提升高镇的基层治理水平，确保社会稳定，居民和谐共处；三

是抓好以“五星文化礼堂”为主的文化事业，使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同步发

展，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全力打造美丽高镇、优雅高镇、富

裕高镇。

队伍建设的“探路人”
项世海

1969年出生
2001年入党

“这户人家的卫生情况比上个月好了很

多。”5 月 20 日，是十里牌村开展环境卫生

“月评比考核”的日子，村妇联主席带着其他

成员对村里每户房前屋后的卫生情况进行

检查打分。这是十里牌村党支部书记项世

海联合全体党员干部建立的环境卫生“月评

比考核”管理机制，通过奖优罚劣，发动广大

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村庄卫生整治。

有了村妇联卫生考核的督促，十里牌村已经连续两次在东城街

道卫生评比中获得第一名。而这只是十里牌村开展各项工作的亮点

之一，村党员每天都会对村里进行走访，对村里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制

止的同时，还会为有困难的村民提供帮助。

项世海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工作以提升村庄环境面貌为主，努力

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安排党员干部带头分区域包干。村妇联主要

负责环境卫生月评比考核，让全村都行动起来，加入到村庄建设当中

去。

下一步，项世海将在十里牌村开展“学党史办实事”系列主题实

践活动，常态化开展党员“包网入户大家访”活动，每个党员每周走访

联系户。通过及时为群众解难题，争当为民服务的最佳服务员，让

“党旗红”成为十里牌最亮丽的风景线。

让党旗红成为最亮丽风景线 队伍建设的“探路人”
王成广

1967年出生
2012年入党

“六带头”实现“三个转变”

街角小品移步换景、池塘水清鱼跃⋯⋯走

在大塘王村，给人的印象是秀丽如画。殊不

知，三年前的大塘王村还是东城街道有名的“问

题村”，可以用“脏”“乱”“差”来概括整个村的面

貌。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王成广上任后，实行

党员干部“六带头”：带头遵纪守法、带头为民

服务、带头五水共治、带头三改一拆、带头卫

生整治、带头弘扬正气。三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大塘王村实现了

“三个转变”：环境变美了；村民的不满情绪没有了；村干部干事劲头

更足了。

在环境变美的同时，村集体经济收入也水涨船高。2019年，大塘

王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700 万元。2019 年被评为东城街道先进党组

织、五星党组织，年度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示范村，年度省级电子商务

示范村，年度永康市文明村，2020年永康市第一季度“十佳村”。

如今，大塘王村有外来人口 2000 多人，这给管理增加了诸多困

难。为此，王成广联合党员干部启动了“雪亮工程”实施监控全覆

盖，有效排除安全隐患。安装智能化门禁系统，建立智能化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设施，同时健全长效巡逻机制，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安

全感。

林红台

1971年出生
1995年入党

不惧辛劳投身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改造，是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

品位、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其最终目

的是通过“拆改整”，盘活土地资源，在建设美

丽家园的同时，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让百姓

过上更加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2017 年，塔海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始城中

村改造。想要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解决住房

问题，只能推行“立改套”。一开始，很多社员

对此并不理解。在困难面前，作为塔海股份经济合作党支部书记的

林红台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每家每户做工作，从思想上扭转社员

观念。截至目前，塔海股份经济合作社255户全部完成拆除，10幢建

筑物占地 4.8 公顷的“城市之星”小区稳步建设，750 套套房预计九月

底交房。

建设美丽家园，需要在规划上下足功夫。为此，林红台专门邀请

了杭州的一家设计单位，坚持以人为本，打造集居住、休闲、商业于一

体的高品质智能生活小区。规划方案面向全体社员公布，历时一年，

共收集了166条意见和建议。

每天奔走于工地与村民之间，林红台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不要

紧，我本来就黑。”看着即将结顶的大楼，林红台说，“只要能让 1700

多位社员享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受再多的苦和累都值得。”

队伍建设的“探路人”
王援朝

1960年出生
1996年入党

“台阶上的青苔要清理干净，否则老人

小孩走的时候容易滑倒。”近日连续降雨，下

店 午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援 朝 一 刻 也 不 敢 放

松。趁着雨停，他带领党员干部检查安全隐

患。

1999 年，王援朝开始担任下店午村党支

部书记，一干就是 22 年。多年来，他不计较个

人得失，深耕村庄发展，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是村民交口称赞的“领头雁”。“我作为村干部，要为村里百姓多

干一点，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王援朝说。

2003 年，王援朝抓住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

契机，积极投身村庄整治，累计投入资金 170 多万元进行“六化”整

治，先后完成 4 万平方米的河道整治、5 千平方米的绿化、6 千多平方

米的池塘生态环境优化等工作。2016年一次性通过省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验收，2017 年成功创建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颜值带来生产

力，下店午村集体经济实现2000万元的增收。

“民生无小事”，多年来，王援朝一直在为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不

懈努力。6 月底前，下店午村将完成最后一批房前屋后道路硬化、消

除D级危房、为住房特困户解决批基难等问题。王援朝说，提升村庄

环境，壮大集体经济，让全村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加快环境整治 提升村庄颜值

录党 员 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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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

“棉花队”里的地下党员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别看如今高镇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达到 1.5 亿元，集体经

济年收入达 1200 万元，社员收入仍在不断

提高，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镇村民却

过着看天吃饭的艰难生活。

说起高镇村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

三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要追溯到 1982 年的冬

天。当时，在村党员干部的提议和带领下，

高镇村自筹资金，把南溪边 500 亩溪滩改造

成桑园，建起蚕桑基地，并投资 20 多万元在

桑园内安装固定喷灌，呈现出“千条卧龙喷

甘露，百亩桑园现彩虹”的奇丽景观。喷灌

装置不仅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让更多

村民积极投入蚕桑业中。渐成气候的蚕桑

养殖也成为当时村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

一条捷径。

时隔十年，毗邻城区的高镇村迎来了一

个新的转折点。1992 年 2 月，历经 5 年时间

的打磨，乡、村联办五金市场的方案最终敲

定。同年年底成功创建了中国五金城。经

过多年开发建设，五金市场发展一路高歌猛

进，升格为“中国科技五金城”，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高镇村级资产、集

体经济也水涨船高。

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当时正值我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时

期，位于城东的高镇村成了永康新城区向

东扩张的首选黄金地段。高镇村两委积

极作为，搭建好政府与村民之间沟通的桥

梁。最终，高镇村民以大局为重，让出土

地，主动为市政府分忧，成立村合作基金

会，以弥补村集体配合市政府征地负债的

1000 多万元。考虑到高镇村实际情况，

市政府同意返还村里 116 亩土地。村两

委审时度势，外出调研取经，确定“腾笼换

鸟”战略，通过“以商招商”发展第三产业

的思路，大胆实践，在“返还地”上建成商

业区。

对于高镇 30 多年来的每一个发展节

点，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王根红

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如今，商业区内从

事电子商务的企业超 200 家，年营业额超

4000 万元，覆盖了文化用品、休闲用品、家

居用品、小家电、电动工具等领域。前些年，

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在金城路、巴黎商

街、双股金钗建成商业楼出租，增加集体经

济收入。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集体经济从无到有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资产达到资产达到11..55亿元亿元

精神富足精神富足：：党员干部踏实干事党员干部踏实干事 人民群众吃苦耐劳人民群众吃苦耐劳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顾高镇股份经

济合作社走来的每一步，看似天时地利，但

最离不开的却是“人和”：党员干部踏实干

事。

就拿今年移坟工作来说。高镇股份经

济合作社有 270 多穴坟墓位于田川未来社

区的规划圈内，如不及时迁移，将严重影响

“未来社区”这个省重点工程的进度。“坟墓

迁移是基层工作中最难做、最得罪人的，群

众有抵触情绪很正常。”王根红说，“党员干

部带头干，再难也要上。”

时间紧、任务重。今年正月，高镇股份

经济合作社便组织人员前往坟山“现场办

公”，反复测量、制定方案，为的就是把准备

工作做得细之又细，减少后续的矛盾。3 月

10日，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召开移坟工作动

员会。3 月 20 日，老党员王长青带头对自家

坟墓进行迁移，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在整个移坟工作中，高镇股份经

济合作社还调动了老年协会的力量，大家不

计较个人得失，齐心干事。截至目前，移坟

工作已完成90%。

移坟工作仅仅是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一个缩影。在王根红

的带领下，党员干部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并化“三牛”为“三

干”，即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苦干，为责为民

敢担当的实干，集智取长勇创新的巧干，不

断创新方式方法，练就“铁铮骨”，提升“精气

神”，形成“头雁效应”。

文化富强文化富强：“：“十八蝴蝶十八蝴蝶””让高镇精神文化让高镇精神文化““展翅高飞展翅高飞””
“今年我们要打造五星文化礼堂，预计7

月底前完工。”王根红说，高镇本土文化氛围

浓厚，届时可通过文化礼堂展示高镇的风土

人情和近年来各项建设成果，凝聚正能量。

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这是高

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党员干部与社员的共

识。为此，高镇很早就提出了提升文化软实

力的发展目标，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近年来，高镇股份经济合作社努力将文

化建设打造成金名片，让文化振兴推动乡村

振兴。享誉海内外的“十八蝴蝶”就是由高

镇人精心创作的。这个富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民俗节目，经过几代人探索改进日渐丰富

成熟，不断受邀参加各地演出，赢得国内国

际诸多荣誉，被誉为“江南文化奇葩”，2008

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由“十

八蝴蝶”产生联想创作的村歌《“十八蝴蝶”

飞起的地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

奖晚会上获得第二届中国村歌“十佳歌曲”

和作词作曲银奖。2019 年，第二首村歌《幸

福高镇》出炉，广受好评。

借助“十八蝴蝶”文化内涵，“厚德、自强、

创新、腾飞”的高镇精神得以“展翅高飞”。《高

镇报》从 2005 年创办至今，每月一期从未间

断，成为目前我市唯一一家村级“机关报”；

2020 年，创办了省二级幼儿园高镇幼儿园；

市图书馆东城分馆落户高镇，为社员提供了

丰富的精神食粮；续修《高镇村志》，记录改革

开放以来高镇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该村

志已经走出国门成为对外交流的“使者”；书

画爱好者定期交流书画作品，今年，高镇村成

功创下“省级书法村”⋯⋯安居乐业、文化富

强是社员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今，高镇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乡情记忆

的地方，一个富含文化韵味的地方，一个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的地方。

走进高镇

曾涛，原名曾海仙，1914 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

(今泰兴市)曾家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

从戎，后被派到浙江庆元、永康一带从事抗日救亡工

作。1939 年，受当时中共浙江处属特委组织部长张

贵卿的派遣，曾涛来到当时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

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国民

党省属“浙江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部办事员，他的

妻子朱黎青是同单位的临时工。村民们把“浙江油

茶棉丝管理处”称为“棉花队”。“棉花队”办公点就设

在高镇村周氏祠堂。夫妻俩利用职业掩护，白天上

国民党的“班”，晚上就着小油灯印传单，摸黑贴标

语，秘密开展地下党工作。

据老党员周云根回忆，当时虽然没有人知道曾

涛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村民们渐渐发现，曾涛和其他

人不一样。当时才十来岁的周云根经常和村里的小

孩在祠堂附近玩耍，为此没少被“棉花队”的人呵

斥。不过，极具亲和力的曾涛从未对他们恶语相向，

有时还会拍拍他的肩膀，十分亲切。不仅如此，平日

里，曾涛还会为村民挑水、干农活，与村民打成一片，

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

当时，曾涛和妻子朱黎青住在村民周庭雪家中，

他们的女儿也是在那里出生。虽然条件艰苦，但曾

涛和周庭雪一家人同吃同住，丝毫不嫌弃。新中国

成立后，曾涛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

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新华通讯社

社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尽

管身居要职公务繁忙，但曾涛的心里一直惦记着高

镇这个他曾经潜伏、战斗过的地方。通过和周庭雪

每年的书信往来，曾涛得知高镇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前些年，在曾涛夫人朱黎青的邀请下，周庭雪的

儿子周可桥前往北京做客。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周可

桥惊讶地发现，朱黎青居住的地方只是位于胡同里

的单位宿舍，而不是他想象中的高楼大厦。家里的

摆设也十分普通，与常人家中没什么两样。这体现

了共产党员崇高的品格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