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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资本 引领产业发展

“周末天气好，周边游客来打卡的络
绎不绝。”眼下，随着文旅产业的复苏，位
于弁山脚下的锦园进入试营业阶段，一
批批游客的到来让创办人陈继红增加了
不少信心，他每天忙着招呼客人，心里觉
得特别踏实。

陈继红原是李家巷镇李家巷村村
民，早年在外经商，近年来，看到产业转
型升级之后，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他主动联系村里，投资建设了锦园项目，
从事农业种植、休闲观光产业，“卖”起了
家乡的风景。

“我们将苗木种植与文化旅游相融
合，有紫笋茶园、农业基地、森林咖啡等
几大区块，可以爬山、烧烤、团建、垂钓、
骑山地车、射箭等。”他打开话匣，乐呵呵
地介绍起锦园来，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
客流，还带动当地村民30多人就业。

乡贤带着资本回归，这在李家巷并
不是个案。随着整体生态环境的提升以
及美丽乡村的陆续建成，近年来，李家巷
镇掀起了一股乡贤回乡投资新热潮。在
该镇石泉历史文化古村落，石泉山房、唐
味斋、驸马府等项目均由乡贤倾力投资，
不仅提升了整个古村的品质和韵味，也
解决了村民超 50 人就业，带动了村集体
经济的增收。

数据显示，仅农文旅项目，近年来，李
家巷镇乡贤投资已累计超3亿元。同时，
当地乡贤也主动注资壮大村集体经济：许
家浜村乡贤在乡贤会长吴汉章的带领下，
捐资200多万元建设文体综合楼；沈湾村
乡贤蒋明甫，租赁村集体建设的厂房，为
村集体增收超百万元⋯⋯后续，乡贤们将
谋划更多的项目，将家乡建设得更美更
好。

乡贤+公益 真情帮扶惠民

下好共同富裕这盘大棋，“提低”可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一块“硬骨
头”。在这方面，李家巷的乡贤不遗余力
贡献力量，以真情服务倾力惠民。

连日来，在李家巷镇刘家渡村的葡
萄基地，乡贤李火良正在指导低收入农
户沈秋华种植葡萄。近年来，在他的技
术指导和销售推广下，基地里种植的“阳
光玫瑰”品质越来越好，价格也是水涨船
高，该基地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12 万
元。

在李家巷镇，这样的帮扶基地一共有
3个。为了帮助这些低收入农户增收，乡
贤积极帮助他们落实就业帮扶举措，还送
技术助推广，想方设法把帮扶基地打造成
低收入农户增收的“稳定来源”。今年，即
使在疫情影响下，当地80多户低收入农户

已经人均实现增收超8000元。
真情帮扶，汇聚大爱。李家巷乡贤、

企业家发起了“1+1”慈善帮扶基金，到目
前为止已经募集资金1400万元用于困难
群众帮扶和教育等公益事业。这几年，通
过基金已经完成低收入农户家庭设施改
造126户、阳光暖心书房改造40户，完成
中学学生宿舍的改造提升，用看得见、摸
得着的成绩，传递着乡贤对家乡深深的热
爱和回报家乡浓浓的深情。

公益之路，永不止步。2021年，李家
巷镇商会又发起了“百企千灯”工作，广大
乡贤、企业家积极响应，上百家企业纷纷认
捐路灯，安装在乡村道路两侧，照亮了老百
姓夜间的回家路，得到一致好评。

乡贤+治理 劲吹乡风文明

乡村振兴,不仅是建设风光秀美乡
村、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异,还包括弘扬
优良风尚、提升文明水平，这需要内生动
力，乡贤引领就是一种重要的内生推动
力。

“文化的传承不能断了根。”这是青
草坞村乡贤陈钦招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作为该村百年民俗“鸳鸯龙”的传承人，
近年来，他始终活跃在文化传承的第一

线，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年轻人加入了舞
龙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舞龙练习。

最让人难忘的是，舞龙队曾受邀赴
意大利参加文化交流，到北京参加“一带
一路”民族文化展演，不断地迎来传统文
化的“高光时刻”。“这是文化自信的体
现，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陈钦招感
慨地说，他还成立了“鸳鸯龙”艺术团，在
李家巷镇中心小学建立传承基地，希望
鸳鸯龙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如今，在乡贤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
李家巷镇的一批传统民俗文化不断得到
传承与发扬，陈家浜“小架狮子”、许家浜

“马灯舞”⋯⋯这些老底子里的记忆，重新
发出光亮，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生活。

此外，当地村里的老党员、老教师、
老干部，也自发成立了“和谐老娘舅”“和
管家”等志愿服务队，主动开展矛盾纠纷
调解、平安创建宣传、垃圾分类指导、安
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村庄环境越来越整
洁，乡风文明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也节节攀升。

乡贤+创新 加速人才回归

乡村振兴的路上，因为有了年轻人
的回归，才有了有更多的“梦想照进现

实”。他们没有留恋大城市的繁华，主动
选择回到农村创业、就业，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没想到，我们基地试运营不久，就
赶上了‘露营风’的好时候，现在来打卡
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李家巷镇李家巷
村，露营基地“拾点半”咖啡“摇身一变”
成了网红打卡点，基地负责人姜园林感
慨地说。大学毕业的她，工作一段时间
后毅然选择回乡创业，吸引她的不仅有
家乡的好风景，还有当地政府对年轻人
创业的鼎力支持。

“拾点半”咖啡不远处，“云梦谷”也
承载了 90 后年轻人邓伦剑的梦想。拥
有丰富户外运动经验的他，利用弁山资
源创办了“云梦谷”户外基地，把在外游
历期间的想法和收获，实践在了自家门
口，投入运营项目如军事模仿对抗射击
运动、射箭运动、越野沙滩车、素质拓展
训练等，吸引了一批同样有着户外梦想
的游客前来体验。

年轻乡贤的回归，让李家巷这个古
老的工业重镇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千年
古村石泉村，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如今年轻的创客长期驻点也成为古村落
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不仅成立了乡
村创业空间，用年轻人的方式实现抱团
发展，还吸引了古风酒吧、古宅探案、团
建研学等新业态入驻。

乡贤助乡兴，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随着众多乡贤情系家乡，支持家乡，热心
参与家乡建设，长兴李家巷镇迈向共同
富裕的步伐也更加坚定，更加有力。

长兴李家巷镇创新探索“乡贤+”模式

乡贤助乡兴 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杨斌英 陆伟忠

进入夏日，长兴县李家巷镇处处迸发着奋进的足音：许家浜村的工地

上，文体综合楼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在老虎洞庄基村，满池的荷花吸引了周

边游客前来打卡；在刘家渡村，崭新的篮球场上年轻人挥汗如雨⋯⋯这些，

都离不开当地乡贤出资出力，出谋划策。

乡贤作为扎根乡村社会土壤的能人善士，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推

动者，也是助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李家巷镇深入实施

“乡贤回归”“乡贤带富”等工程，不仅成立了乡贤联谊会，还在 12 个行政村

实现了乡贤联谊组织全覆盖。

一方面是乡贤引领，另一方面是党建联盟凝聚。同时，李家巷镇深入推

动“百贤百企兴百村”工作，积极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合力推

进共同富裕，掀起了一股乡贤反哺家乡、助力发展的热潮。

深化落实“河长制”，李家巷镇河长与党员志愿者、乡贤、保洁人员开展护河行动，并发动人
大代表巡河监督，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许旭 摄

在刘家渡村葡萄基地里，当地乡贤技术
指导和销售推广“两手抓”，提升葡萄品质，帮
助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 许旭 摄

“红驿精神”凝聚人心

陈曦是递铺街道经发办的年轻干
部，也是科室招商引资工作人员。最近，
她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
趟鲁家村，与该村白鹭于飞民宿业主频
繁对接，帮助办理手续，助推项目快落
地。

“撸起袖子加油干”，随着产业有序
复苏，递铺街道经发办人员每天都奔走
在招引引资、项目推进的路上，重塑“快
驿”风范。而这样的沸腾状态和昂扬斗
志，也是街道全体党员干部的真实写
照。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践行使命担
当，全力推动“美丽新递铺”发展，将“红
驿精神”发扬光大。

据街道党工委书记明瑞成介绍，街
道下辖 32 个村（社区），邮驿文化是递铺
的标签，100 多个党组织就像是一个个
驿站，今年街道精心培育“红驿”党建品
牌，在机关干部、二级街道干部、村社干
部中传承、弘扬“红驿精神”。“沸腾、吃
苦、啃硬骨头、知难而上，就是‘红驿精
神’的精髓和核心。”明瑞成说。

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街道每一位
党员干部发扬“红驿精神”，全身心投入
战“疫”中。在荷花塘村、银湾村 3 轮核

酸检测过程中，街道干部每个人轮流抽
调上岗，每天 100 人到村里开展志愿服
务；在这过程中，有的干部腿部受伤依然
坚持工作，有的年轻情侣拍完结婚登记
照就直奔一线⋯⋯

传承“红驿精神”,凝聚发展力量。
青龙村、古城村、垅坝村全域土地整治如
火如荼开展，3 个村村书记每天下沉一
线，走村入户抓进度；推动鞍山绿色建材
产业园综合整治，街道抽调 40 名干部组
建指挥部，30人脱产驻点办公，全身心投
入整治中；今年街道还自加压力，利用 2
周时间完成园区外企业“腾笼换鸟”的走
访梳理工作⋯⋯

在街道，这样的案例有许多，从 4 月
份开始，街道还常态化开设“红驿讲堂”，
进一步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

奔富路上一个不少

环境好、设施齐全、上班方便。对于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300 多名职工来
说，搬进新的宿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企业租赁的职工宿舍就是递铺街道城北
新区村级新居民综合管理服务中心，这
也是街道“飞地抱团”强村富民公司项
目，由街道 11 个村成立安吉众村联投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这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住宿难’
问题，更是富民之举。”递铺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按照宿舍楼租金、32个店铺对
外招租租金以及公共食堂租金计算，每
年公司收入预计超过 500 万元，11 个村
每年都可以分红。后期租金每 3 年递增
10%，预计每个村村均分红将达到 20 万
元以上。

探索强村富民新路径，今年递铺街
道结合“红驿精神”又有创新之举。按照

“产权清晰、收益归村”原则，街道排摸整
合所有闲置资源、资产，强村富民公司在
11 个村的基础上扩大至 29 个行政村完
成入股增资，在规范管理、资金扶持、项
目拓展等方面精准发力，让村民成为股
民，优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岗位。
截至目前，强村富民公司已经实现固定
资产 1.01 亿元，帮助村民解决就业 100
余人。

共富路上，一个个新故事未完待续。
为扶持辖区中小散户做大做强，街

道打造“白茶人家”品牌，通过整合“标准
茶园+精品民宿+乡村旅游”三大要素，
推动中小散户走三产融合发展路子，实
现增收致富；康山村打造“少数民族风情
一条街”，推出网红摊位，做活“夜经济”；
鲁家村发挥田园综合体效应，通过做活

“1+3”机制，带动周边赤芝、义士塔、南
北庄 3 个村发展村域经济；鹤鹿溪村充
分挖掘诸氏文化、胡氏文化，激活乡村旅
游⋯⋯

基层治理护航发展

“解决事情速度快，工作人员也很有
耐心。”在递铺街道办事处一楼矛调中
心，每天都有进出的人群，随着一件件矛
盾的解决，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也
不断提升。

作为安吉城区集镇所在地和新兴产
业新城、人口集聚新区，高速发展新地，
递铺街道在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上充分
发挥“红驿精神”，秉承“人民至上”理念，
全力以赴体现快速高效、稳妥有序，真正
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

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我们推出五大调解品牌，即双和工

作室、智慧法官工作室、群众谈薪室、和
美工作室、警调工作室，抽调相对应的精
干力量加入调解队伍。”该街道社会治理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基础上，街道创
新“访调联合+司法确认”工作机制，有效
提高初信初访调解率，今年以来共接到
各类涉访矛盾纠纷 50 起，初信初访办结
率达到100%，调解满意度98%。

平安为基层治理“破题”。针对辖区
企业较多的特点，街道紧盯监管重点，深
入开展消防百日集中攻坚专项整治，“一
厂多租”专项整治和海绵行业专项整治。
截至目前，检查企业4160家次，并发放企
业消防安全告知书 2880 份，对于发现的
隐患责令限期整改，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企业，一律采取挂牌督办，强化执法
检查，从严查处安全生产违法活动。

此外，街道不少村（社区）位于城郊
接合部，随着工业平台开发和企业发展，
新居民人数逐年增多，出租房管理成为
一道课题，目前出租房达到 2 万多间。
早在前些年，街道就以清单制定方式推
行出租房标准化管理，去年又在长乐社
区栗山小区开展试点，全面启动出租房
屋安全隐患综合整治行动，为建立规范
管理出租房长效机制打下基础。

安吉县递铺街道吹响新征程“冲锋号”

弘扬“红驿精神”激活发展动能
吴 丹 陈玉兰

荻浦—驿铺—递铺—地铺—递

铺。这一组地名的变化，折射出一

个美丽的发展故事。

众 所 周 知 ，作 为 曾 经 的 县 城

名 —— 递 铺 ，旧 因 溪 滩 芦 荻 丛 生

而名“荻浦”；在南宋时期是都城

临安通往建康(今南京)交通要道

上 的 一 处 驿 站 ，故 名“ 驿 铺 ”“ 递

铺”；新中国成立后，商居逐渐发

达 ，遂 改 名 为“ 地 铺 ”；改 革 开 放

后，恢复“递铺”原名。1958 年孝

丰、安吉两县合并后，成为安吉县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古老的驿站正悄然变身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雅新竹城。象征

着不辱使命的品质、传承内涵以及

担当精神的邮驿文化流传至今。历

经数百年口口相传，早已嬗变为城

市文脉，对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安吉县递铺街道挖掘“邮驿文

化”，传承“红驿精神”，瞄准新目标、

开启新征程，努力为安吉高质量建

设国际化绿色山水美好城市增添新

动力，让“美丽新递铺”更生动、更

迷人。

机关团建旱地龙舟趣味多 张李璇 摄

裘丽琴为年轻干部们上红驿课堂 张李璇 摄
巾帼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助农采摘

夏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