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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编者按：为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本报11月21日以来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系
列报道。第一阶段“进城乡社区”蹲点采访25日告一段落，本报今日推出记者在全省各地的蹲点调研手记，反映
各地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务实举措和实际行动，见证城乡社区的美丽蝶变和创新活力。

到“老典型”安吉余村蹲点，我们心
里反而有些没底：“会有新故事可讲
吗？”

进余村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自己
多虑了。余村人都把心思用在了怎么
继续探路先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新故
事。

我们看到的，是新风景。上个月刚
投入使用的余村大景区旅游综合服务
中心，一拨又一拨考察团和游客在这里
换乘，去附近乡村观光，“老大哥”余村
尽可能让周边区域共享自己的流量。
不远处，矗立在田野间的“余村印象”图
书馆已在装修收尾，建成后将是一个接
近“零碳”的建筑，人们在这里能沉浸式
感受余村的变迁，感受人与自然的和
谐。村道两旁不见了院墙，多了咖啡
馆、主题民宿、文创体验馆等不少新业
态。偶遇的每个村民都笑容满面，只要
道明来意，都能聊上一会儿“乡村振兴
的甜”。

我们听到的，是新鲜事。名气大
了、游客多了、日子滋润了，个别村民有
了“小富即安”的念头。打破思想束缚，

“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来得正是时
候。这个结合大余村产业发展推出的
新项目，吸引来几百个不同领域的项
目，好几轮路演下来，新鲜的思路和多
元的视角让村民大开眼界，“原来还能
这么玩，‘二次创业’势在必行！”

统一了思想，便能劲往一处使。抓
住外出宣讲的机会，“余村故事”宣讲团
成员就会“缠着”脑洞大开的90后探讨
到深夜；开民宿、农家乐的村民时不时
组个队，外出学习文创、露营、派对等新
鲜玩法；“逮到”来考察游玩的三农方面
专家，余村人不请教明白，是不会轻易
放他们走的。在这样不断探索、不断尝
试的过程中，大伙儿都变成了更棒的自
己，余村今后的发展路子也更加清晰。

蹲点期间，我们也常跑到游客团

里，充当“余村故事”宣讲员，把之前采
访了解的余村和蹲点期间的所见所闻
说给游客听。一位来自东北的基层干
部有感而发：“余村的发展不就是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生动
体现吗？”

我们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欣欣向荣
的乡村未来。大余村，10 万平方米的
创业空间、2万平方米的厂房、近6万亩
的竹林和农田，有理想、有情怀的全球

合伙人将和余村人一起探路，持续拓宽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向世
界讲好安吉乡村的创新故事。

探路先行，这很余村
本报记者 沈 洁 郑亚丽

本报记者（左三、右三）在安吉余村采访。 拍友 殷兴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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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八的个子、皮肤黝黑、腰杆笔挺，
说话不急不慢但铿锵有力……在嘉兴市
秀洲区胜丰村蹲点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终
于见到了在外培训归来的村庄“火车
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范治新。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对范治
新并不陌生。在蹲点中，这是我们听到
最频繁的名字，跟这个名字同时出现的
还有“实干”“点子多”等形容词。

作为土生土长的胜丰村人，从部队
退伍后，范治新已在村里工作了23个年
头。胜丰村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
泥”的小渔村，蜕变成如今的非遗文化网
红村，他也从村里的一名基层干部成长
为村里的村党委书记。

跟着他数日调研、开会后，我们明白
了村民们为什么要叫他“火车头”——火
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正是他带着胜
丰村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奔跑，才有了
如今的村庄巨变。

我们跟范治新走在村里时，不论到
哪里，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一个个发
展的故事。例如，如今的网红打卡地菱珑
湾，3年前只有一幢幢破旧的农民闲置房。
为了让村庄再升级，范治新向秀洲区申报
了景区村庄的建设项目，但引进新业态，需
要租用村民的房子。范治新记得，最初没
有一个村民愿意出租自家的闲置房。

那段时间，范治新带着村里干部，挨
家挨户做工作、描绘村庄的未来前景，磨

破嘴皮子。最终，在村里老党员带领下，
村民们陆续将自己的闲置房租赁给村
里。如今菱珑湾的诸多新业态，如沐杭咖
啡店、嘉兴粽子文化园、乡村驿站等，都是
借用村民们的老房“讲出”的新故事。

在范治新的工作本上，我们看到了
许多还待细化的发展规划。今年露营经
济风生水起，胜丰村也在筹备打造露营
基地和水上项目基地，并计划与邻村抱
团发展，进一步完善文旅业态。“既然当
上了村党委书记，我就有责任带领村庄
跑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脸上笑容多
起来。”范治新说。

在乡村蹲得越久、扎得越深，我们越
发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只有广
大村干部把乡村振
兴的重大使命真正
扛起来，才能打造
更多的“网红村”、
看见更多村民的
笑脸。

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
本报记者 纪驭亚 沈烨婷 郁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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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义乌有个“联合国社区”之后，
记者不禁产生了些许疑惑：什么样的基
层治理理念，能把来自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凝聚在一起？
在社区有需要的时候，这群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还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而不求
回报，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

在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蹲
点几日后，我们便得到了答案。在鸡
鸣山社区的种种举措之中，我们能发
现它平等地关心每一个群体的需求，
对外籍居民也不例外——家门口的

“孔子学院”、团购食物、帮助外籍待业
居民就业……无论是什么文化背景的
人，在鸡鸣山社区都可以享受到优质
服务。

在提到鸡鸣山社区复杂的人群构
成时，社区书记何文君曾笃定地说：

“无论来自哪里，来到这的，都是鸡鸣
山社区的人民。”这句话，串起所有鸡
鸣山社区治理实践的脉络。鸡鸣山社
区的工作始终围绕着居民的需求，努
力解决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把
所有居民服务好，这是大家对鸡鸣山
社区认可的基础。

依靠服务，或许能得到一个井然
有序的社区，但鸡鸣山社区的雄心不
止于此，它尝试在服务中与居民建立
深厚的感情与“羁绊”。

鸡鸣山社区提供了数个场域，让
社工、中国居民、外籍居民有机会打成
一片。在这短短几天中，我们就见到

了好几场有意思的活动——西班牙语
老师开的尊巴舞派对，中外居民一起
举办足球比赛、读书会……比起一个
结构分明的社区，这里更像是一个包
容、互融、共荣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
庭里，外籍居民自愿配合社区治理、参
与社区建设，也就不奇怪了。

鸡鸣山社区邀请每一个居民参与
到它的基层治理与建设之中，也让每
一个居民享受到基层善治结成的果
实。长此以往，社区与居民就像树根
与枝叶，一荣俱荣。

求同存异，和谐共生。鸡鸣山社区
的治理理念根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中。中华民族向来憧憬“天下一家”

“天下大同”，鸡鸣山社区好像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微缩版”实
践，它向世界展示了一
个可能——肤色、
信 仰 、文 化 可 以
有 所 不 同 ，但 人
民向往的美好生
活 ，总 有 一 个 相
似的底色。

天下一家在这里成为现实
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宋哲源 叶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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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这么一家银行，不存钱而是
存时间，今天你空闲时为别的老人提供
服务的时间，可以存到时间银行里，转
赠给远方的父母享受养老服务，或者未
来取出来自己用，你会不会为此减少一
些忧虑？

11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杭州市
上城区南星街道白塔岭社区的时间银
行，感受它为居民互助养老注入的新
动能。

刚到社区，几位志愿者正在值班，
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是头发花白的
老人。

“您确定他们不是需要帮助的对
象吗？”我们小声问社区党委书记李
俊。他回答，70 多位核心志愿者大多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其中最年长的已
85岁。

门外是刚爬了五层楼的年近七旬
的志愿者，门里是年逾九十连连道谢的
老人。第一次跟着送餐，我们被这一画
面感动良久。

感动之余，我们发现，“低龄助高
龄”的互助养老机制其实很有优势：对
老人来说，“银龄”志愿者比年轻人有更

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能提供常态化的帮
助。对“银龄”志愿者来说，参与时间银
行是一种高层面的享老，“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

志愿者队伍已经形成助人为乐的

文明风尚，为他人服务时带着一股精气
神。送餐志愿者黄大伯就跟我们说：

“能帮到其他人，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反
而浑身是劲。”

时间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有效

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回想着
送餐时老人的笑脸，感受着探访时老
人握来的手，我明白，时间银行内外
流动的绝不仅仅是时间，更重要的，
是爱。

这种爱正在感染更多人。有时，送
餐点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就是
觉得帮助老人很有意义，恰好有空就帮
忙送一下饭。

居民们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力所
能及的小事，其实，他们现在每天都在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他们在基层写下鲜活注脚。

临走前，得知时间银行已经上线
“浙里办”APP的“志愿浙江”平台，我满
怀期待：希望未来，时间银行能在全社
会通存通取，高龄
老人可以用它享
有服务，低龄老人
可以用它发挥余
热，年轻人可以为
家人、为自己的晚
年生活，存一分跨
越时空的爱。

往时间银行存一分跨越时空的爱
见习记者 葛雪琪 蹲点多日，行走在松阳县四都乡陈

家铺这个小山村，记者有一个深切而直
观的感受：文艺范。

这种文艺范不仅体现在村里有先锋
书店这样的“网红打卡点”，在云夕
MO+共享度假空间这样的新业态，以及
从全国各地赶来一起观看世界杯的粉
丝，更体现在一种“旧”与“新”的融合中。

这是一种独具韵味的乡村现代化气息。
深度体验，记者发现这里“别有洞

天”：整体风格与乡野的天然质朴完美契
合，细看又充满现代化时尚气息。书店、
咖啡店、艺术空间等与乡村元素融为一
体，民宿里符合年轻人消费需求的投影
仪、甜品台、酒吧等一应俱全。

村干部鲍淋娣自信地说，这一切，在
于秉持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村里今年刚
把水泥路恢复为石板路，几间老屋修缮
也尽量保持原貌。村中随处可见传统文
化积淀的痕迹，祠堂、香火堂、驿站等传
统建筑被保留下来，制作红薯干、竹编、
打年糕等传统手艺有序流传。

但无论村干部还是创业者，都“不安
于现状”，喜欢并擅长从传统中寻找新的
增长点。云夕MO+的“90后”店长雷树
冰关注当地特色手工艺，计划在推动竹
编、草编、藤编等技艺传播的同时实现产

业化，为当地农户创收；民宿“飞茑集”发
起艺术家驻村计划，引导艺术家围绕乡
村文化进行艺术创作，实现乡村文化的
经济价值转化。当地也不断给年轻创客
搭建舞台，让他们自由创造、驰骋。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陈家铺村
能从一个“空心村”蜕变为有人气、有收
入、有产业的宜居乡村。

如今，新、老村民还形成打全域旅游
“世界杯”的共识：以当地历史文化、传统民
俗为根脉，融入创意想法和产业化思维，不
断培养新的文旅增长点，引领全域旅游潮
流……大家相信，绵
延群山是陈家铺的绿
色宝藏，深厚文化是陈
家铺的活力源泉。随
着更多创客加入、更多
新业态成长，老屋定能
变“金屋”。

传统村落的文艺范儿
见习记者 周林怡 本报记者 金春华 黄 彦

本报记者（左一、左二）在鸡鸣山社区采访。

本报见习记者（中）和志愿者上门探访老人。 拍友 马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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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左一、左二）跟留学生研学团一起学做糖糕。 本报记者 郁馨怡 摄

本报记者（左一、左二、右一）在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采访。

金春华 黄 彦

周林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