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媒记者 徐敏

本报讯 18 日上午，记者来到经济

开发区杜山头村，正逢该村集市。集

市内各家摊贩经营秩序井然，前来赶

集的人络绎不绝。“不过，每次集市我

都会过来逛逛，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买

多少东西，就是那种情怀，我们幸福生

活的一部分。”正在赶集的村民黄女士

笑呵呵地说。

在黄女士看来，保留赶集传统习

俗是她的幸福生活一部分。村里配套

设施越来越完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房屋出租收入水涨船高，每年都能领

到可观的分红，这些都让她的幸福感

倍增。

而这背后，凝聚的是杜山头村有

一个坚持党建引领、坚定发展信念的

村两委班子，有一群有担当能干事的

基层铁军队伍，让这个在4年前还是开

发区出名的落后村逆袭成为了乡村振

兴示范村。

时间倒回 2017 年，杜山头村的环

境可以用“钢棚菜场乱糟糟、池塘死水

臭烘烘，危房违建到处有、道路两侧脏

乱差”来形容，加上当时一些历史遗留

原因，该村集体经济陷入负债累累的

“窘境”。

为了扭转落后局面，杜山头村两

委班子坚持党建引领，迎难而上敢啃

“硬骨头”，以拆违治危、壮大村集体经

济、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等工作为抓

手，在大美乡村、新农村建设道路上跑

出了“加速度”。

“村庄是村民的村庄，建设发展，

村民最有发言权。要干，就要干村民

打心眼里欢迎的事。”杜山头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权说。该村紧

握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这根杠

杆，盘活村里资产，强健落后村“筋

骨”，鼓起集体“腰包”，赢得村民信任。

依托木材产业发展为基础，该村

近年来不断优化集体资产，全面激发

“造血能力”，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村

里的集体资产主要有木材市场、二期

木材加工市场、物流站、综合大楼、沿

街店面等，今年除了综合大楼一楼菜

场即将进行招投标，其他部分都已经

全部完成，集体经济收入相较去年又

有提高，总额将达到近1100万元，村集

体经济的‘雪球’越滚越大。”周红权

说。其中，今年东永一线沿街 17 间店

面租金从 30 多万元涨到了 70 多万元；

集市上临时摊位租金从70多万元增至

110来万元。

有了稳定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受

益的首先是村里的群众。从2017年开

始，杜山头村每年都会定期为社员分

红；2018年开始，每年为村民购买意外

保险等。有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赋

能，村庄建设更加有底气。以今年为

例，该村从增加变压器，到环村道路加

宽白改黑，再到雨水管网设施提标改

造，该村着眼于百姓民生，一个项目接

着一个项目干，村里环境一年比一年

更好。

“正是因为环境越来越好，大型超

市、菜场、KTV 等各项基础配套一应

俱全，村里的人气也是越来越旺。”周

红权算了算，2017 年该村外来人员有

1600 多人，到去年达到近 3000 人，今

年外来人口数增加到了 4000人左右。

外来人口的聚集不仅给村庄带来

人气，村民的租金收入也逐年上涨。

村民杜先生家的房子在该村黄龙路

边，是村里最高档的住宅小区。他家

房子占地 120 平方米，因为房子新、装

修好，是租客们的“香饽饽”，一年租金

收入达近2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9 年启动

争创小康富裕村、社会和谐村、生态

秀美村、交通顺畅村、乡风文明村的

“五村联创”工作以来，全村上下再掀

干事创业新热潮，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绘就一幅新时代农村高质量发展全

景图。

虽然离 2022 年还有一个多月，但

杜山头村村两委已经早早未雨绸缪，

创新谋划。“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村庄市

场业态，增强乡村振兴实力，高质量打

造一个让集体经济不断‘强’起来、村

庄面貌不断‘靓’起来、村庄交通不断

‘畅’起来、和谐村风不断‘聚’起来的

杜山头村。”周红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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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看经济开发区

杜山头村 党建引领壮大产业强筋健骨

□融媒记者 徐敏

本报讯 13 日，经济开发区兰街村

的春兰教育实践基地又迎来 一 批 参

加研学、体验丰收的学生实践者。来

自市机关幼儿园大（3）班的小朋友在

老师带领下、家长陪伴下，以“你好，

水稻”为主题，体验了一把收割稻谷的

乐趣。

“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与孩子

们聊起袁隆平爷爷，大家都对水稻充

满了好奇，我们了解到兰街村有一个

教育实践基地，就和家长商量组织了

这次活动。尽管天气不是很给力，但

孩子们的参与度都很高。中午村里还

提供了烤包子、豆腐花等特色小吃，家

长们普遍表示这样的课外实践活动很

有意义。”机关幼儿园大（3）班的老师

陈昱说。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兰街村第一

次接待批量游客了。“自我们打造春兰

教育实践基地以来，已经有不少学校

向我们提出意向，想过来组织体验活

动。”兰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岩敏说。打造春兰教育实践基地其

实是兰街村盘活土地资源、挖掘美丽

资源、发展美丽经济，探索“旅游+”模

式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兰街村因垃圾分类

在全市出圈，该村依托网格党建，不断

升级完善“一联四定”垃圾分类模式，

不仅起到了常态化治标治本的良好效

果，也让垃圾分类更加精细化，在美丽

乡村建设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东有酥

溪、西有朱明溪绕村而过，村里的游步

道沿溪而建，在村里走一走，有点“小

桥流水人家”的气质。得益于自然风

光秀美，兰街村成了开发区的“后花

园”，每天都会吸引不少周边村庄的人

前来散步休闲。

“不过，村里光有风景有人气还不

够，还需要借助有效载体发展特色产

业，转化成‘钱’景，推动乡村振兴。”在

李岩敏看来，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落

脚点是发展产业，带动美丽经济，实现

乡村振兴。

“虽然身处开发区，但兰街村周边

企业不多，田地倒是很多，但这些田地

的土地利用价值不高，只有零星种植

了一些农作物，不符合美丽田园创建

的要求。”李岩敏说。借着村里争创省

级示范精品村的契机，该村启动了美

丽田园整治，统一收回了村域范围的

闲置农用地，并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利

用，结合四季特色种植农作物，并通过

与学校、机构等合作，打造学生的教育

实践基地，将农作物转化成美丽经济。

经过前期的试水探索，这种模式

还挺受欢迎，兰街村上下很受鼓舞。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美丽田园创建的

堵点，也激活了美丽经济的“一池春

水”。而在李岩敏的心里，一幅 5 年乡

村振兴的规划蓝图渐渐生成：围绕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该村把乡村振兴

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以发展

乡村旅游为龙头，以增加村民收入为

核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着力点，

以培育文明新风为抓手，持续深入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落地

生根。

李岩敏表示，一方面，兰街村将进

一步着力盘活乡土资源，推动生态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与研学多重融合，将

兰街村庄打造成集党建联动、教研实

践、采摘体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研学

旅游综合体；另一方面，通过打造同心

馆、特色民宿、特色一条街、精品文化

墙等载体，构建宜学宜游宜教宜乐的休

闲文化圈，潜移默化弘扬正能量，最终

实现研学教育与美丽经济同频共振，

力争把兰街村打造成特色产业发展的

旺村、优化业态布局的活村、彰显文化

特色的亮村、传递党的声音的红村。

兰街村 盘活资源发展经济独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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