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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最新版的村规有十
八条，我们按照公德民俗、平安建
设、婚姻家庭、土地管理等板块分
分类，方便大家对照。”在余杭崇贤
街道龙旋村，一份新村规“热气腾
腾”出炉了，“这可是律师把关，村
民参与制定的新村规。”龙旋村党
委书记张娟介绍。

龙旋村位于崇贤街道中心，是
当地荸荠、茭白、茨菇等农产品的
主产地，近几年周边机械制造、轻
纺服装产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迅速，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09 年 16 万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72
万元，村集体年可分配收入增长到
200余万元。

“经济富裕了，脑袋也要跟着
进步。”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83 岁
的老支书莫华根的提议，在现场一
呼百应：村里的房子越盖越美，私
家小汽车越来越多，农家书屋开
了，泥路铺上了柏油，可篮球场变
成停车场，垃圾桶边满是垃圾的场
景屡见不鲜。“国有国法，家有家
规，要遵纪守法，村民也该有自己
的行为准则。”

翻出龙旋村的老村规，时间落
款还定格在 2007 年。“好多条款都
过时了，”龙旋村村委会主任唐建
峰介绍，比如第十六条，“卫生费收
取 按 照 每 户 每 年 10 元 的 标 准 收
取”，新农村建设后清洁费由村集
体埋单，早就不再挨家挨户收费。

“还有现在村民比较关心的停车、
污水治理，老村规都没有涉及。”

很快，由工会、团支部、妇联、
老龄委、计生协会联合发起倡议，
龙 旋 村 新 版 村 规 民 约 修 订 开 始
了。老干部座谈会、村民代表座谈
会、党员大会围绕新的村规民约集

思广益，针对年轻人的“龙旋村村
规民约”QQ 讨论组、微信小组也建
了起来，大家畅所欲言。

根据村民们的各种提议，新版
村规民约从十七条版变为二十二
条版本，三十二条版本，再到现在
的十八条版。

村民小组 9 组组长莫国祥提
议，热心村民义务打扫的公共排水
沟，前脚清理干净，后脚就有人丢
进烂菜叶，应该组建龙旋村清洁监
督队，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党员代
表沈福田说，独山是龙旋村宝贵的
山林资源，常有村民在山脚下抽
烟、随手乱扔烟蒂，容易引发火灾，
应该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村里拥有经济处罚权吗？把
关人——崇贤司法所法官石芸、法
律顾问卢红梅律师给出了答案，根

据相关法律，村级组织没有经济处
罚权。“2007 版本的村规民约，‘村
委会可对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进
行经济处罚’这一条不符合法律规
定，新村规里要删除。”

没有处罚权，新村规拿什么来
约束村民？在大家的建议下，村里
想到了以奖代罚的法子：比如对屡
次乱扔烟蒂，规劝后仍不听的村
民，通过龙旋村村委宣传栏、QQ群、
微信群进行曝光，对做得好的村
民，通过评选龙旋好村民等形式进
行奖励。

随 着 讨 论 的 深 入 ，“ 五 水 共
治”、“三改一拆”等“时鲜货”也被
写进新村规。如新村规里规定，主
动支持“五水共治”，配合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不许存在露天粪缸、简
易厕所；村民必须遵守“一户一宅”

的规定，主动配合“三改一拆”工
作，不搭建违法建筑，已有违建必
须自行拆除等。新上任的村民小
组 20 组组长沈奎相说，“‘三改一
拆’刚把村里的违建清理干净，能
够继续保持，显得非常重要。”

新村规还搭配了具体的村民
行为准则。如“五水共治”一条
中，要求村民房前屋后地面扫清
爽，周边阴沟花坛不见脏，壁里壁
角废物要清除，柴木竹棍摆放需整
齐，保持庭院整洁。

眼下，新村规正在最后修订，
这个月，龙旋村还要组织村规民约
发布会、朗诵会等活动。崇贤街道
党工委书记郎一舟介绍，龙旋村是
第一个试点村，今年崇贤其余 10 个
行政村都将陆续推进村规民约修
订工作。

余杭龙旋村——

村规民约，植入鲜活“基因” 陆遥

边开车边玩手机，这样的情景
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近日，这一现
象也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
注，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中，
有与会人员建议，将开车玩手机的
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

建议一出，引发无数争议。点赞
者说，司机的一次低头，就有可能带
走一条鲜活生命，这种不可挽回的车
祸恶果，不能接受。从法理上规避

“低头”行为，惩罚不良举动，理所应
当。反对者称，“玩手机入罪”有用典
过重之嫌。司机开车玩手机造成的

“盲驾”，确实危及人的生命安全。但
玩手机的司机至少神志清醒，其主观
急救意识、危机处理能力都相对较
强，可怕程度不及酒驾或毒驾司机。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和社交软件
泛滥，再加之城市交通拥堵升级，司
机“低头”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司
机一边开车，一边刷微博、打电话或
发短信，有的司机更是边开车边玩
微信、拍照片，忽略了潜在的车祸危
险。近年来，各地不时曝出司机因
看手机导致车祸的新闻，轻则追尾，
重则丧命。有报道甚至称，实验表
明“开车玩手机”的出车祸概率比日
常驾驶暴增 20 多倍。不仅是汽车

驾驶员，一些开电动车、骑自行车的
人，也不时在行驶过程中拿出手机
来刷一刷，仿佛一秒钟都不能停下
和网络世界的联系。

徐志摩诗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
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而对于开车玩手机的人来说，最是那
一低头的晃悠，如一颗手榴弹随时爆
炸的哀愁。入罪与否只是法制上的
约束，从生活层面来说，没有人能够
心存侥幸，即使千万次低头之中只有
一次的事故，都令人追悔莫及。

最近，朋友圈里大量转发了一
段公益视频，其制作者与主人公正
是 一 位 车 祸 余 生 的 20 岁 美 国 女
孩。因为在开车时回复了一条短
信，这个美丽的花季少女出了车祸，
代价包括一只眼睛、嗅觉、听力、泪
管、自然睡眠⋯⋯她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劝告大家：当你知道你爱的人
在开车的时候，别给他们发短信；如
果你开车时收到短信，也别去看，因
为那可能改变你的一生。

没有什么短信和电话，会因为
在开车的那一刻错过不接而抱憾终
生；真正关心你的人，不会因为你不
是秒回信息而对你翻脸。开车上路
的时候，看一看窗外的风景，用切实
感受到的真实世界，代替手机里的
虚拟世界，挺好的。

开车玩手机，当戒
民情同期声

本报龙湾 11 月 3 日电 （记者
王益敏 通讯员 郑俞） 从一支笔、
一只簸箕，到一次维修、一个工程，
村里的每一笔支出都得有笔明白
账。近日，记者从温州市龙湾区纪
委了解到，当地试点村级“小微权
力”规范化运行，20项村务权力配上
了“使用说明”，村里的大小支出都
受到群众监督，避免村级权力私化。

据悉，龙湾区的状元街道从去

年开始就探索这项制度，今年10月，
该街道还编制出台了“小微权力”清
单，规范了村级集体和便民服务 20
项权力事项，包括农村党务、村务、
财务情况每月要在电视上公开，重
大的村级事务还要通过民主听证会
等途径。违反“小微权力”运行规定
的，要采取党纪处分等追责措施。
据了解，温州市区今后将在各街道
推广这种做法。

龙湾 村务权力列清单

（上接第一版）
身为仲培荣后援团的一员，高

级农艺师姚金林经常忙得“脚打后
脑勺”。作为新丰镇农业服务中心
的“老农技”，老姚白天进村入户对
转产农民进行技术辅导，晚上还要
给准备转产转业的养猪户授课。

“挨个村开讲，每个村要连上 9
堂课。”姚金林说，去年以来他已上
了近100堂课，每次教室都挤得满满
当当。“养猪户最爱听的就是‘万元
千斤’种养模式，都觉得实在。”老姚
说。

在农技专家的探索下，南湖区
已形成了“大棚西甜瓜—晚稻”、“大
棚蔬菜—晚稻”、“大棚生姜—晚稻”
为主的“万元千斤”种植模式。

打千斤粮，挣万元钱。对养猪
户陈继荣来说，已不是梦。

时近中午，我们走进新丰镇净
湘村，稻穗在阳光下泛起金光，丰
收在即。“亩产千斤粮，一点问题没
有。”皮肤黝黑的陈继荣，嗓门很
响。

这两亩地不仅产粮，而且已为
陈继荣带来两万元收入。在种晚稻
前，陈继荣在这两亩田中栽了大棚
生姜。开春时节栽下姜苗，6 月下旬
收获嫩姜，每亩净收入1万余元。

“这钱赚得稳当，如今不用成
天关心猪肉价格。”陈继荣说，拆除
680 平方米违法猪舍后，他家 6 亩田
上搭起大棚，农技人员到他田头手
把 手 指 导 ，让 他 实 现 了“ 万 元 千
斤”。

去年以来，南湖区推广“万元千
斤”模式种植面积 6.6 万亩，保持粮
食总产基本稳定。“为农民净增收
5.57 亿元，相当于每户养猪户年增
收 1.39 万余元。”姚金林对此算得很
清爽。

在南湖，许多猪农不再满足只
侍弄自家的几亩田地。去年以来，
在南湖各个养殖大镇新冒出许多家
庭农场，养猪户开始当起农场主。
仅凤桥镇，一年多来就新注册家庭
农场17家，经营土地1219亩。

“农场主越当越有滋味。”凤桥
镇大星村的陈新华说，他从成家开
始就养猪，养了二十多年，没想到这
辈子还要转一次行。去年，陈新华
带头拆除了 1000 多平方米猪舍，流
转了 50 亩地。转行上头还有补助，
第一年每亩土地贴补 800 元流转
费。“现在地里种了莴笋和土豆，还
准备搭架子种丝瓜。”陈新华笑眯眯
地说，来年你再来我农场看看，肯定
是另一番模样。

“养过猪的人，不怕吃
苦”

——猪倌变经理，转业有激情

凤桥镇，茜柳村。
一见面，李忠林便熟练地双手

递上名片。
一双粗壮的大手，握手特别有

劲：“企业才刚起步，请你们多帮忙
宣传宣传。”

眼前这位打扮入时的总经理，
两 年 前 还 在 家 跟 上 千 头 猪 打 交
道。“每天身上臭烘烘不说，还把村
里的河养成了臭河，这钱赚得越来
越不安心。”李忠林说，拆除违法猪
舍，倒逼他走上一条创业路。

顾 家 伯 爵 电 器 厂 应 运 而 生 。
“我表弟在一家集成吊顶厂跑销
售，对这块市场很熟悉。”去年 7 月，
李忠林投资 100 万元与表弟合伙创
建了这家企业，生产销售集成吊
顶。

“以前管猪，现在管人。”李忠
林主抓生产，车间人手不够时，他
经常亲自上阵。“养过猪的人，不怕
吃苦。”李忠林说，创业的辛苦他有
心理准备，他最担心的是产品营
销、资金周转等难题。

“不过，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
来。”憨厚的李忠林时常流露笑容，
现在每月平均有 50 万元产值，订单
也在慢慢增加。

与李忠林一样，看着第一批产
品从印刷机器上下线，蒋贤华松了
一口气。

“这算是我第 3 次创业。”今年
41 岁的蒋贤华木工出身，31 岁开始
养猪，在大桥镇由桥村最多时养了
1000 多头猪，搭建违法猪舍 3000 平
方米。

如今，蒋贤华在新丰镇工业园
区内租了 1000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投资 200 万元引进了两套印刷设
备，雇了 5 个工人。

虽然业务才刚起步，但蒋贤华
看得更远。“办企业肯定可以更持
久，养猪对环境污染太大。”蒋贤华
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要经常去
外头灵市面、跑行情。

“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产能能
达到 500 万元。”半年下来，蒋贤华
对第 3 次创业信心满满。

养猪户的创业激情正在被点
燃。入夜，新丰镇成校一间教室
内，灯火通明。一堂针对养猪户的
SYB（创办你的企业）培训正在进
行，全镇几十位年轻的养殖户听得

十分认真。“这些课程都很实在，好
用。”净湘村的养猪户陆林利学完
后，在淘宝上开了一家羽绒服销售
店，旺季时月销售额有 30 多万元。

眼下，嘉兴各地的培训学校纷
纷为转产农民“私人订制”课程。
课目包括农产品经纪人、维修电
工、家政服务等各个方面，转产农
民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课程，以
学一技之长，创业致富。

“叮咚，叮咚。”一进凤桥镇栖
柽村养猪户梅玉祥家门，便听到阿
里旺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儿子
梅佳斌和儿媳两人正在电脑前，忙
着与淘宝买家沟通。

“这次创业，我们是上阵父子
兵。”梅玉祥说，自家 300 多平方米
违法猪舍清理后，他将在嘉兴城里
租房开淘宝店的儿子叫回家，整理
出一间仓储室，在家里开起了淘宝
店。“现在物流方便，在家开店还省
成本。”梅玉祥说。

梅佳斌比父亲想得更多。他
看中家庭烘培的兴起，在淘宝上开
了一家“鼎有名西点屋”，如今已是
三冠店铺。店里有 400 余种商品，
最多一天能接 200 多个单子，一年
销售额近 300 万元。

“ 接 下 来 我 准 备 注 册 一 家 公
司，做大了才能更强。”梅佳斌告诉
我们，镇里还给他发放创业服务
卡，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
创业培训、创业贷款等便捷服务。

“成为上班族，感觉挺
不错”

——家门口上班，就业很轻松

养了半辈子猪的韩志明，如今
开起叉车来很顺溜。

“成为上班族，感觉挺不错。”40
出头的韩志明说，不养猪后，他参加
了镇成校的叉车培训班，拿到了合格
证。

凭借新技能，韩志明被正泰电
缆公司挑中，成为了一名叉车工。
韩志明家住大桥镇农建村，去厂里
上班，开电瓶车只需 10 分钟。“上班
离家近，每天中午还能回家吃饭。”
韩志明说，每月还能领 150 元餐贴，
平均每月工资能拿 3500 元。

更让韩志明高兴的是，工作间
隙能和工友们聊聊天，开开玩笑。

“以前每天跟猪打交道，日子过得
很单调。”韩志明说，现在大家聚在
一起说说村里的事，讲讲电视上的
新闻，挺开心的。

授人以渔，是养猪户就业的关

键。今年以来，大桥镇成人技术学
校开出了多期叉车培训班、面点培
训班，场场爆满。此外，余新镇、凤
桥镇、七星镇等地的成校也纷纷推
出果树种植、家政服务等培训班。
从去年开始，南湖区财政连续 3 年
每年拿出 3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养
猪户免费培训。

夜幕时分，走进新丰镇成人技
术学校活动室，但见几十名养猪户
正在参加家政服务培训。养了十
多年猪的刘连云学得格外认真。

“培训班办到家门口，方便我们来
学技术。”她说，她已经联络了 5 个
同学，准备开一家家政服务所。

“有的放矢，才能提高养猪户
转产转业的成功率。”南湖区人力
社保局负责人说，经调查摸底，全
区共有生猪养殖人员 26004 人，劳
动年龄段内的 16039 人，截至目前，
已就业的有 15291 人。

近日，一场“只招养猪农民”的
定向招聘会，在大桥镇花园村、由
桥村举行。大桥镇 26 家企业腾出
700 多个岗位，进村设摊，韩志明就
在会上应聘成功。“对录用养猪户
的企业，我们进行奖励。”大桥镇副
镇长陈军说，对录用养猪户合同满
一 年 的 企 业 ，录 用 1 人 奖 励 1000
元。

养 猪 户 在 家 门 口 工 作 也 不
难。据统计，南湖区 726 家企业推
出了 12952 个工作岗位，通过区、
镇、村三级劳动保障信息平台发
布，供养猪户挑选就业。“招聘会办
到家门口，真方便。”养猪户吴永群
已成了上班族，每个月可以领到
2000 多元工资。

上了年纪的养猪户就业也不
成问题。南湖区在镇、村专门组建
农村劳务专业合作社，吸引农村

“5060”人员入社。合作社则将承
接的劳务服务“发包”给社员，解决
他们就业的同时，也缓解了部分企
业季节性缺工难题。全区已建立
了 28 家农村劳务专业合作社，吸纳
社员 1000 余人。截至目前，每个
社员月均收入可达 1500 元。

“看着桃花浜又回来
了，这猪棚拆得心甘情愿”

——臭河变清流，生活有奔头

桃花浜变脸了。
有着美丽名字的这条小河，位

于凤桥镇茜柳村。“因两岸桃花夹
生，清流依依而得名。”茜柳村党总
支书记孟利军说，小河浜两岸的两
个村民小组被叫作桃花村。

美丽却一度失却。上世纪90年
代开始，桃花村村民开始养猪，58 户
人家有48户养猪。家家户户在房前
屋后搭建违法猪舍，少则五六百平方
米，多的1000多平方米。猪粪外溢，
让桃花浜渐渐变成了一条黑臭河。

“看着桃花浜的美丽景象又回
来了，这猪棚拆得心甘情愿。”李忠
林儿时常在这条浜里游泳嬉戏，享
受美好时光。而从村里大量养猪
开始，他眼见着河一天天变黑、变
臭。

告别养猪的李忠林，也将告别
遗憾。今年以来，全村 1.8 万平方
米违法猪舍相继拆除，由专人对桃
花浜进行清淤、清洗。“对河底冲洗
了 3 遍，彻底洗了个澡。”孟利军说。

如今，桃花浜两岸筑起了生态
护岸，河边栽上了桃树。“再过两
年，春暖花开，桃花浜将比以前更
美。”李忠林满脸高兴。

对于水质的改善，房惠涛更有
发言权。作为一名有十多年钓龄
的钓鱼爱好者，由于乡间小河污
染，鱼虾几乎绝迹，而一度被逼到
鱼塘花钱垂钓，过过干瘾。

“现在河里鲫鱼、鲤鱼、汪刺
鱼，各种鱼儿又游回来了。”见到房
惠涛时，他正在凤桥镇栖柽村的新
桥港钓鱼，水桶里游动着几尾 3 寸
长的小鲫鱼。

天蒙蒙亮，新丰镇渔村的渔民
姚海林就划着小舟去捕鱼，再到集
市上叫卖。“终于结束无鱼可捕的
日子，我们心里高兴。”姚海林说，
收获多时一天能卖两三百元。

拆除违法猪舍，改变的不止是
河道水质。

“突出猪围的感觉真好。”陈继
荣家的违法猪舍沿着住宅绕了大
半圈，闻着猪粪臭入眠，一到夏天，
更是臭味难忍。“现在想想，为了赚
钱，破坏了环境真不值得。”陈继荣
准备翻建新房，并在原来猪舍的地
基上栽上果树和花木。

追求生活品质的农民越来越多。
在凤桥镇联丰村东北角，有一处40多
亩的水塘，种上了莲藕，夏天一到，满
池荷花摇曳，送来一阵阵清香。村里
还出资在池塘周边建了步道和凉亭，
成了村民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以前这水塘周边全是违法猪
舍，谁还有心情来散步？”村干部谢
惠康说，他们给这里还取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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