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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72变

“晚上6时，球场不见不散！”
“我报名”“算我一个”“我也来”⋯⋯
前几天，我被拖进了“河姆渡镇古渡

篮球训练群”微信群。结果次日一大早，
手机就“叮叮咚咚”响个不停。一看日
期，原来是周三！

每周三，余姚河姆渡镇翁方村的“周
三见‘村 BA’”都会如期举行，我被这满
屏的热情所感染，忍不住接龙“报名”：

“球技零分，求当观众。”
傍晚5时不到，我早早赶往集合地“翁

方村文体广场”。广场正中央是绿色塑胶
地面的篮球标准成人球场，两个场地并排
而立，加起来约有1500平方米，这在城市
里也是相当奢侈的“配置”了。再走近一
点，看到37岁的村民俞金敏已早一步抵
达，用他的话来说是来“占位置”的。

“咱村场地好，远远近近的村民都会赶
来打球，来晚了可就没地儿咯！”作为翁方村
村民，俞金敏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果真，当

“选手”陆续入场，一报“家门”，便发现大家
来自不同的地方，有邻村村民，也有镇上赶
来的爱好者，有些队员甚至开车半个多小
时专程赶来。我帮着清点到场人数：16人。

数字刚一报，有人顺嘴接话道：“那
就五对五赛，三场定乾坤！”

话音未落，眼尖的人便已上手投篮，
“火药味”瞬间升腾而起，周边的百姓也
渐渐围了过来，喝彩的、喊话的⋯⋯球场
很快热闹起来。

翁方村的“村 BA”，报名和到场人
数临时排赛、随意组队、裁判也是临时
定，看起来更像是家门口习以为常的体
育生活。其实翁方村人都知道，一出门
就有球场，拍起球就能开赛，这样的美好
生活来源于全省“千万工程”的实施，该
村以“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为突破口，为
村民提供多项运动比赛设施和服务。

中场休息，俞金敏满头大汗从赛场上
走下来，一溜烟跑向一路之隔的家，也就三
五分钟时间，便换好一身干爽的衣服回来
了，摩拳擦掌准备下半场再战。“以前，一出
家门，看到的是机耕路和荒废的空地，离我
们最近的球场都在十几公里之外，就懒得
去打了。现在，家门口就是球场，随时能‘上
场’。”俞金敏这个篮球迷，感受特别强。

篮球场上的“村BA”只是翁方村体育
事业的一个缩影。这几年，翁方村各类体
育场地及设施不断升级。在球场对面宽敞
的门球场里，我被穿着泥裤腿的69岁村民
翁新江给吸引了：原来他刚刚干完农活，准

备打上几杆再回家。像他一样的银发“运
动健将”在村里有100多人，全村60岁以上
老人总共才700多人，占了七分之一。

旁边的空地上，广场舞已经开跳，一位
大妈热情地邀请我上场扭几下；边上是儿
童健身场地，挤满了“小小运动员”；往里
走，两个长条形的地掷球场映入眼帘，地掷
球是这几年刚刚兴起的老年体育项目。另
一个角落，坐落着2000多平方米的百姓健
身中心，一群年轻人正在场内的跑步机、动
感单车等训练设施上挥汗如雨⋯⋯

在这个70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里，我
逛了一圈，感受着整个小村的运动之美。
20余项时尚体育和传统体育项目几乎把全
村的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翁方村的运动
健身有多火？村民给我讲了一件趣事：“我
们有个村民去隔壁丈亭镇买羽毛球，结账
时店员直接说，‘你是翁方村的吧？’”原来，
有不少翁方村村民前去购买各类体育器
材，给那个店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软、硬件设施齐全，活动多，人气
旺，如今翁方村已高分通过国家级体育现
代化社区（村）标准化试点项目评估验收。
未来，小村的体育服务资源配置与管理、
活动赛事组织和管理、体育健身指导管理
等，都将按照“国字号”标准要求再升级。

打造体育特色，余姚翁方村——

村 BA，周三见
本报记者 陈 醉 共享联盟·余姚 劳超杰 魏士丁

当不少乡村面临“空心化”时，余杭
区黄湖镇青山村的人气却越来越旺：来
自全球的 80 多名“新村民”在这里常
驻，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村民开始返
乡。背后有何玄机？近日，我们前往这
个余杭西部小山村探寻。

驶出高速口不多远，便到了青山村
村口——一个绿底白字、极具设计感的
青山村 Logo 非常醒目。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林红在一旁等着我们。“我
们村不大，今天天气也不错，骑自行车
逛一逛吧。”林红说。

骑自行车？难道她还给我们准备了
自行车？没想到没走几步，一个“小红车”
借还点出现在我们眼前。原来早在2020
年，杭州市城管局联合公共自行车公司就
给青山村送去了60辆小红车。去年9月，
又有50辆“小红车”来到了青山村。这些
车子，散布在村内的多个借还点。

我们往村子深处骑去。路上，一位
骑着“小红车”的村民停下来，跟林红打
招呼。“这是郑小芬。”林红转头给我们
介绍。我们凑上去聊起来。

“我是它的忠实粉丝。以前在杭州
工作时，我就经常骑，非常方便！”说起

“小红车”，50 多岁的郑小芬连连点赞，
打开了话匣子。她告诉我们，现在村民
们串个门，只要不是太远，“小红车”是
首选；开民宿的村民会向客人推荐“小
红车”，还会带他们骑车逛村子。

“这里空气好，环境也好，各种配套
服务都有，感觉和城里差不多。”说起这
些年村里的变化，郑小芬说印象最深的，
就是原先只能在城里享受到的服务，现
在村里也都有了：除了“小红车”，村里还
有配套齐全的养老服务中心、小朋友放
学了还有“美育”晚托、爱足球的村民可
以在真草皮球场上来场比赛⋯⋯

与郑小芬道别后，林红带我们去了
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远远
就看到一幢两层楼上有“百岁幸福家”
5 个字。“这里原先是废弃厂房，去年在

镇里支持下，我们改造成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去年底投用的，村里60岁以
上老人免费用。”林红说。

走进一楼，数十位老人或在棋牌
室娱乐、或一起坐着看戏、或坐在沙发
上看书读报。快80岁的杜顺娣正和朋
友们看着电视里的戏曲节目，有说有
笑。“百岁幸福家”成了这位独居老人的

“第二个家”。她告诉我们，在这里有很
多服务，按摩、量血压、理头发等等，“该
有的都有，去二楼还可以坐电梯。我最
喜欢看戏，跟几个老伙伴一起听戏学
戏。他们说我人都开朗了很多嘞。”杜
顺娣笑着跟我们聊天。

离开“百岁幸福家”，林红又领着我
们去往另一处。丛林掩映处，我们发现
了两栋极具艺术感的夯土小屋，入口处
的木板上写着“青山自然学校”。林红
告诉我们，这里除了作为村里青年人的
公共空间，还是村里孩子亲近自然、体
验手工的“美育课堂”。“我们邀请专业
教育研究院设计课程，专业老师带着孩
子做手工、认识动植物等等。村里的手
工艺人也会来教课。目前，村里小学一
到二年级的 17 个孩子，周一到周五下
课就会过来。”林红说。

与其他村不同，在青山村，还有 80
多位常住在村里的“新村民”。他们是
设计师、手工艺人、插画师、摄影师等。
他们的到来，为村民们带来很多文化领
域的服务。每年不定期的音乐节、艺术
展、体育比赛等，让新老村民们一起享
受精神愉悦。2022 年，青山村还成功
创建了省级首批美育示范村。在采访
中，我们感觉到，这些“新村民”打破了
青山村原有的“成长逻辑”，赋予了它新
的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黄湖镇和青
山村不断供给新老村民所需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让“新村民”愿意留下、
出去打拼的老村民愿意回乡。

在这片“试验田”里，我们窥见了
“未来乡村”的多种可能。

丰富服务内容，余杭青山村——

骑着小红车去串门
本报记者 唐骏垚 通讯员 褚陈静 姚玲玲

丰富服务内容，余杭青山村——

骑着小红车去串门
本报记者 唐骏垚 通讯员 褚陈静 姚玲玲

江山市碗窑乡凤凰村建于 2010
年，由 80 多个自然村、103 种姓氏组成，
是当地典型的一个下山脱贫移民村。
移民前，村民分散居住，交通不便、医疗
资源缺乏、年轻人也大多外出务工。移
民后，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近
日，我们来到凤凰村一探究竟。

车子驶入凤凰村村口,宽阔平坦的
村道映入眼帘，两旁绿树掩映，路灯次第
分布，一幢幢房屋整齐划一。“我在村卫
生室，刚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说头晕，就
扶她过来看一下。”我们刚想联系凤凰村
党委书记、村主任陈祥水时，就接到了电
话。于是，我们直接驱车来到村卫生室。

“没事，您这是老毛病，低血压，我
给您开点补气的中成药。”走进卫生室，
200 多平方米的面积被划分为诊疗室、
药房、输液厅等区域。被陈祥水带过来
看病的老人王爱香正坐在诊疗室，接受
医生问诊。

王爱香今年 81 岁，思维清晰，很健
谈。她笑称自己是这里的常客，医生对
她的病情也很清楚。“年纪大了，小毛病
多了，隔三岔五我就来测测血压、检查
下身体。现在，我从家里走几步路就能
看病了，比以前方便多了。”回想起移民
前去看病的情形，她的话匣子一下子就
打开了，“以前住在山上，村里一天只有
一趟公交车到城里，从早上出发，路上
要折腾两三个小时，看完病回到村里天
都黑了，连路都看不清。”

“夏天温度高，烈日下不要剧烈运
动，要多喝水。如有身体不适，随时过
来检查身体，我都在卫生室。”此时，医
生把开具的药和费用清单以及医保卡
拿给王爱香，并叮嘱她一些注意事项。

接过医生手上的东西，王爱香抽出
费用清单，让我们帮她看看这次报销了
多少钱。“报销了42元，自费付了32元。”
听到报销了一大半的药费，她不禁感叹
道：“现在生活越过越好。不仅看病方
便，还能刷医保卡，医生还住在村里24小
时应诊，有个小伤小病都不用出村，我们
老人家住在村里也更踏实了。”

开设村卫生室只是凤凰村完善村
民生活配套中的一项举措。“现在，我们
村里还有幼儿园、超市、健身广场、共享
食堂等 10 多项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陈
祥水说，这都是得益于“千万工程”的深
入推进，才让村民“移得下、安得住、富
得起”。

“陈书记，您还漏了一个，今年我们
村口还新设了公交站。”听到陈祥水介
绍村里的配套设施，在一旁挂点滴的 66
岁村民朱爱妹补充道。前几天她坐着
公交车去城里买了一套新衣服，送给孙
子当礼物。“我们老人家出行也挺方
便。”朱爱妹对上次坐公交出行的情况

仍记忆犹新，“村口的公交站平均 20 分
钟就有一趟，10 多分钟就能到城里。而
且，我们老年人还能享受半价乘车优
惠，车票只要1元钱。”

这时，王爱香起身准备回家，陈祥水
有点不放心，立马电话通知了她的儿媳
妇，不到两分钟，儿媳杨娟就出现在了卫
生室。这么快，上班地方这么近？看出
我们的疑问，杨娟指了指卫生室的背面，
告诉我们她上班的地方就在卫生室的边
上。循着杨娟指的方向，我们来到了她
上班的地方——一幢4层高的村物业经
济大楼。“滑滑梯真有趣,我还要玩! ”未
进楼内先闻其声，只见设在一楼广场上
的儿童之家外形犹如一只凤凰，不少小
朋友在那滑滑梯或看书，格外开心。“在
这里建个儿童之家，让妇女上班带娃两
不误。”陈祥水说。

“村子越来越美，配套越来越全，好
事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夕阳西下，
吃过晚饭的村民纷纷走向村里的健身广
场。王爱香在健身器材上锻炼着，杨娟
跟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问起移民后
的变化，不少村民的脸上不禁洋溢出幸
福的笑容，回答也几乎是异口同声。

补齐民生短板，江山凤凰村—

移民村里好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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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洁瑗

建设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
关键，民生福祉最关情。凤凰村在改
善基础建设的同时，把村民“急难愁
盼”的事密切结合起来，着力解决民生
领域突出问题。比如，面对就医不便
的现状，村里增设卫生室，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看病；为让妇女就业同时又
能照顾家庭，不但引进来料加工产业，
而且还建儿童之家，方便她们照顾孩
子⋯⋯这些点点滴滴的惠民服务，为
村民积累了满满的幸福感，也为凤凰
村在进行其他发展和乡村治理时打下
良好基础。多年来，这个移民村村民
关系和睦，村庄发展驶入快车道。

民生福祉最关情

记者手记

不需要门票，队员和裁判都是村
民，加油呐喊的工具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铁锅铁盆⋯⋯走进翁方村的“村 BA”，
方寸球场间，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随着物质生活逐步改善，乡村百姓对
于运动休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很多时
候受制于场地不好找。翁方村依托“千万

工程”推动家门口的便民运动场所建设，
配备标准跑步跑道、健
身器材、篮球排球场地
等，解决了村民“健身去
哪儿”的难题，也实现从

“环境美”“设施美”到“生
活美”的跃升。

是健身，更是一种美好生活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这次我们去青山村采访，恰逢“在
青山·群响艺术季”举行。在稻田里、在
草坪上、在水库旁⋯⋯我们看到了一个
个造型奇特、天马行空的艺术装置。相
比于我们的惊奇，在一旁干农活的村民
们非常淡定。

我们惊奇，是因为在我们的刻板印
象中，这些艺术装置似乎只会出现在城
市。村民淡定，是因为这些年村里来了
很多与艺术相关的年轻人，早就习惯了
这些“天马行空”。

采访中，我一路都在想：公共服务
均等化，是否只在于那些有形的载体？
艺术的熏陶、审美的提升⋯⋯这些无形
的认知与感知，难道就不是公共服务
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人对美
的需求同样在提升，

“看展”“音乐会”“脱口
秀”⋯⋯这些不能只是
城里人的专属，我们应
该给村里人提供更加
丰富多元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更多元

梅玲玲

游客骑“小红车”逛青山村。 拍友 周鹏 摄

凤凰村全景图 拍友 周耕 摄

凤凰村村民下山搬迁前居住的房子。
受访者供图

曾经的荒地变成了如今宽敞明亮的文体广场。 受访者供图

左图为荒废的原青
山村东坞礼堂。

上图为改造后的融
设计图书馆内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