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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村 6 组，是四川凉山州普格县
一个典型的山区村。

从西昌青山机场下飞机后，我们就
乘车前往德育村 6 组，车子在山间公路
盘绕，一路都是崇山峻岭。和普格相似，
宁海也多山。2021 年国家新一轮东西
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后，两地结伴开启
新的协作发展。

此次，我们探访德育村6组，亲历这
个西部小村在两年多里和宁海共同写就
的故事。这恰似一扇窗，折射出浙江“千
万工程”好经验走出浙江的新探索。

村口大树下，村干部
共议发展

车子一路颠簸，刚在德育村 6 组停
稳，与我同车的 3 位宁海村书记便三两
步跳下车——他们是宁海葛家村党支部
书记葛万永、下渔村党支部书记薛瑞岳、
岭口村党支部书记舒迎春。这次，他们
是来为村子把脉下一步发展大计。葛万
永是第三次来这里，其他两人还是头
一回。

此时，村口大树下正围成一圈热聊
的五六个人快步迎了上来，一把拉住宁
海的村书记们。“就等你们咯！”一句带有
浓重口音的蹩脚普通话，道出了“抢人
者”的身份，他们是德育村村干部。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新房子差不多
建好，牲口也腾了地儿，大变样了。”“接
下来该干点啥，大伙意见多得很呢！”“用
新房发展民宿，村民愁没客源，愁没钱
赚，没积极性干，咋办？”⋯⋯一阵寒暄
后，德育村干部拉着宁海的村书记们连
珠炮似地抛出了一大堆问题。

德育村是彝汉聚居的农业村。用派
驻普格县的宁海帮扶干部魏旭灿的话
说：“第一次进村，远远闻到臭味，人畜同
住，路上常踩坑的就是牛羊粪。”

窥一村可探普格县全貌。德育村是
普格县81个村庄中的普通一员，2021年
宁海、普格结对时，早已摘掉“贫困帽”的
普格乡村仍存在一些痛点。比如环境脏
乱、设施落后、产业薄弱单一、村集体收入
为零等。但仔细想想，20 年前的宁海乡
村不也是粪坑露天，门前养猪养鸡吗？

2003 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
程”，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转动了
乡村振兴的齿轮。宁海就不乏养猪村变
滨海旅游村、养鸭村转型为宋韵文化体
验村的生动案例。有了这些经验，宁海、
普格两地一商量，决定从人居环境改善
破题，开展畅通道路交通、改建民居、集
中牲口圈养等工作。

思路有了，真正做起来依旧千头
万绪。

2021 年，葛万永第一次来德育村

时，也像今天一样，和当地村干部围在村
口大树下共同商议：德育村6组当试点，
道路要先修好；还要建新居。但村民得
拿出真金白银，心里没底肯定不乐意，那
就把目标、规划和房屋图纸做好发给村
民，让大家看得见、有选择、有盼头。同
为村庄“领头雁”，宁海村干部将实施“千
万工程”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

在德育村 6 组，蜕变一点一滴生
发。一幢幢极具彝族风情的小楼拔地而
起，宽敞整洁的柏油路取代了原先泥泞
狭窄的老路，可还没等我细细打量村庄，
两地村干部又为下一步计划热烈讨论起
来：“新房子都是两三层的楼房，做民宿
最方便。”“村庄背靠景区，中午人流多，
农家乐最赚钱。”⋯⋯

对标浙江“千万工程”走过的脚印，
这番热烈的讨论表明，德育村6组的人居
环境改造，已开始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去宁海看看，村民们
思路活了

德育村 6 组不大，体量相当于浙江
山区一个小小的自然村，村口走到村尾，
不过10分钟，共112户580人。

可这短短的路，我走了一上午，因为
总是被沿路新居的故事吸引。比如那幢
顶着“兹莫啦农庄民宿”招牌的 3 层小
楼，这是村里第一家民宿。

我探身张望，屋内包着彝族头巾的
女主人正弯腰整理物件。“她就是曲木莫
日莫吧！”我心想着，便试着唤了一声：

“老板娘。”或许是还不太习惯这称呼，她

先是一愣，转而又腼腆地冲我笑了笑，招
呼我进门。

曲木莫日莫今年 44 岁，2021 年之
前，她一直围着家里5亩农田打转，跟德
育村大部分妇女一样。2021年，德育村
6 组被选为宁海、普格东西部协作的试
点村。曲木莫日莫家位于村口的显要位
置，破旧的老房子太扎眼，不得不改。

村干部轮番上门游说，可曲木莫日
莫不肯：“住得好好的，干嘛花钱造房
子？贵得很！”“有补贴？那也要自己往
外掏钱呀！”“啥？投的钱还能赚回来？
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好。”⋯⋯这些想法同
样烙在其他村民心里。

“眼界越不过大山，乡村振兴就很难
开展！”宁海、普格两地干部一碰头，决定
分批带着曲木莫日莫等数十位村民去宁
海乡村看一看。于是，去年，曲木莫日莫
第一次走出普格。

“宁海的村庄一定藏了金山银山，才
会这么厉害，我们小村咋比？”去之前，曲
木莫日莫这么想。可真去了，一看，她又
觉得，宁海村民当宝贝的山山水水，德育
村也有嘛。

像宁海双林村在东海云顶（茶山）旅
游区的西麓，山头相连。德育村 6 组背
后也是国家 4A 级景区螺髻山，东边还
有“九十九里温泉”。不同的是，双林村
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开民宿、建游乐园，
每年旅游纯收入就超过 1000 万元。而
德育村 6 组，守着“金窝窝”却没能吃上
旅游饭，曲木莫日莫的心被这番对比搅
动了。

“要不，试试？”回来后，曲木莫日莫

掏出所有积蓄外加东拼西借，筹够了
100万元，把新房建了起来。没想到，很
快她就尝到了“第一口鲜”。“今年‘十
一’，我家装修还没扫尾，就接到了一拨
客人，上海来的，住了好几天呢⋯⋯”曲
木莫日莫的话匣子打开了，她还掏出手
机，翻出发布在“快手”上的视频给我
看。两年，115 个视频，将民宿和村子拍
了个遍。

“我也有300粉丝，算明星了吧！”曲
木莫日莫晃了晃手机，一脸自豪。“算算
算！”我赶紧接话鼓励她。

山还是那些山，人还是那些人，理念
一变，路子就活了。

村民吉布子落一家，买了新车，准备

接送游客；在广东当老板的吉木友呷，趁
着彝族年临近，提早回村要把新房装修
起来，打算做民宿；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合
作社，统一管理经营村里 78 幢崭新的

“彝家小院”，发展游购娱农旅产业⋯⋯
德育村肉眼可见地忙了起来，也定下了
几年内“年游客量 10 万余人、年创收
500余万元”的目标，村民们也将由此收
入翻一倍、两倍，甚至更多。

领到的是分红，燃起
的是希望

“阿力日拉，1000元！”
这声吆喝洋溢着喜悦。好奇的我加

快脚步，循声而去，赶上了 67 岁的阿力
日拉喜领分红。

“不只我，50 个村民都有份！”阿力
日拉乐呵呵地说。村干部送上门的钞
票，他紧紧攥在手中。领到的是分红，燃
起的是希望。

德育村曾是普格县重点贫困村，脱
贫后，小村开展村庄建设，发展旅游，但
村集体经济一度是一张“白纸”。宁海与
普格携手后，加紧为德育村导入产业，村
集体赚了钱，这才有了今天的第一次
分红。

“我们能有分红，德育村文创中心应
该是大功臣吧！”“我觉得养鱼可能很赚
钱，你看，平时运鱼车子进进出出，生意
多好⋯⋯”阿力日拉们议论纷纷，还要带
我去村里看看。

我被簇拥着走向村口的宁海、普格
东西部协作项目——德育村文创中心。
文创中心位于山岭间，是四五幢艺术感
很强的建筑，十分显眼。这会儿是下午
3 时多，不少田间归来的村民正在露天
火把广场上唱唱跳跳。

“好热闹！”我脱口而出。可一边
的彝族大姐不以为然：“这算啥，前阵
子我们办火把节，人山人海，千把人涌
进来，围着篝火跳达体舞，那才叫热
闹！”

广场对面就是德育村人津津乐道的
“全国首家彝族乐器博物馆”，汉代太阳
老铜鼓等精美乐器，着实让我大开眼界；
广场边上是演艺中心，一台精美的彝族
歌舞节目正紧张编排中⋯⋯处处都有

“艺术乡建”的气息。
“艺术乡建”在宁海为乡村发展注入

了活力，如今也在德育村 6 组生根开
花。当地村民用艺术激活本地特色资
源，开辟出一条条乡村新赛道。

广场上村民表演的、舞台上排演
的，都是村民擅长的彝族歌舞，墙上、
景区里装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技艺制成的彝族刺绣。下一步，整
个文创中心都会纳入螺髻山景区的联
票运营，收益可期。

德育村 6 组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宁海民营企业总投资 1200 万元的高密
度淡水鲈鱼养殖项目，可为村集体带来
分红和土地租金；宁海帮扶干部还推动
德育村集体入股中国第一彝寨内的精品
民宿项目，实现村庄发展全面融入集镇
区的时代⋯⋯

在宁海结对的四川普格县乡村，记者收获一路惊喜

“千万工程”好经验 花开凉山小山村
本报记者 陈 醉 共享联盟·宁海 蒋 攀 吴 帅

灵活跑位、奋力抢断、转身射门⋯⋯
光看背影，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平均年
龄 60 岁以上的“爷爷”级足球队。其中
年龄最大的队员年近古稀，最小的也
有 55 岁 ，绝 大 部 分 队 员 都 在 60 岁
以上。

发 自 内 心 的 热 爱 ，让 他 们 聚 到
一 起 ，在 2017 年 组 建 了 温 州 老 年 足
球 队 。 每 周 雷 打 不 动 地 训 练 ，跑 到
全 国 多 个 城 市 踢 邀 请 赛 ，球 队 人 数
也从建队时的 10 多人，增加到了 30
多人。

如今，这支“爷爷”级足球队又有了
新的乐趣——少年足球队的专职陪练。

这辈子最大的热爱，
怎能说放弃就放弃

“刚才差一点就进球了，太可惜了”
“来来，我们再比拼一下”“来就来，谁怕
谁”⋯⋯天刚蒙蒙亮，温州体育中心体育
场的五人制场地已经是一片火热的训练
场景。眼看进攻不成，67 岁的金志敏挥
动右臂，招呼队友前压，继续朝对手球门
发起冲击。

这是他们每周两场训练课之一。眼
前这群两鬓如霜的球员，精神矍铄、配合
娴熟，身上的球衣早已被汗水浸透，可他
们在场上依旧冲劲十足。

“我们十几岁时就在一起踢球了。
过去，温州市区足球场少，我们常常跑到
人民广场踢球，彼此间因此熟识了。”从
球场下来后，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金
志敏先就打开了话匣子。

温州足球曾在省内占有一席之地。
在 1978 年、1982 年和 1986 年连续三届
省运会上，温州队夺得三连冠。金志敏
和现在仍旧在一起踢球的王开成、张良

等人，彼时都是参赛队员。
此后，金志敏、王开成等人虽然有了

不同的工作，但是，对足球发自内心的热
爱，还是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少
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相约
踢 球 牢 牢 占 据 了 他 们 的 闲 暇 时 光 。
2017年，他们索性一起组建了温州老年
足球队。

毕竟岁月不饶人。采访期间，金志
敏不时弯腰去揉左腿膝盖，“年龄大了，
膝盖时不时会疼痛。”就踢球这事，妻子
没少劝他：万一受伤了，得不偿失。“这辈
子最大的热爱，怎能说放弃就放弃？”金
志敏说。

“尤其专门成立老年队后，这么大年
纪了，还能代表温州踢球，大家格外珍
惜。”一旁69岁的王开成接过话茬，加强
日常训练、赛前做好热身、减少危险性动
作⋯⋯队员们既努力也谨慎。

没有足球的退休生
活，简直无法想象

组建温州老年足球队后，省内外不
少地方举行足球赛时，都会发来邀请
函。平时训练、外出比赛，免不了各种开
支，运营经费成了大问题。

“曾经有热爱足球的老板，给了我们
几万元的赞助，但钱很快就花完了。”王
开成告诉记者，更多时候，他们是自掏腰
包。“每趟出去，即便住最便宜的旅馆，开
支也不少。”

队员们为此也沮丧过，但转念一想，
以踢球的名义，借机看看外面的世界，跟
专门出去旅游也没啥区别。

10月22日下午，为期5天的第十三
届“天涯”杯世界华人足球邀请赛，在三
亚国际体育产业园训练场开幕。来自美

国、法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海外
华侨，以及国内喜爱足球运动的人士参
加比赛。温州老年足球队也是受邀队伍
之一，共有19名队员报名。过五关斩六
将，温州老年队一举拿下60岁以上年龄
组的冠军。

“我们顺带游玩了周边一些景点，自掏
腰包也有自掏腰包的好处，可以尽情玩，还
顺带推广足球运动。”王开成笑着说。

很多人退休后，忙着帮家里人带孩
子。在金志敏看来，这跟自己热爱的足
球一点也不冲突。他常把孙子带到球
场，结果一不小心，把孙子培养成了学校
足球队的主力队员，还代表学校在温州
校园联赛中拿到第五名。

为啥一大把年纪了仍如此痴迷足
球，面对这样的提问，老人们几乎异口同
声：“没有足球的退休生活，简直无法想
象。”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每每外
出打比赛时，球队组织者金志敏都要为
如何控制人数犯愁；温州一些中小学举
行足球赛事，队员们也踊跃参与，客串
技术官员以及志愿者等角色；温州筹建
足球史馆，队员们又纷纷拿出球王马拉
多纳签名 T 恤等压箱底的宝贝⋯⋯

只要身体允许，我们
会一直踢下去

在温州老年足球队队员们看来，如
今最大的乐趣还是与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女足队开展常态化比赛。

4 年前，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女足队
的教练陈相锋找到了金志敏。原来，当
时这支校园女足队要去省里参加比赛，
想找一支技术水平相当的队伍打友谊
赛，提高对抗水平，但在温州很难找到实

力相仿的对手。有技术、经验以及空闲
时间的温州老年足球队，成了最佳陪练
对象。

此后，一老一少的“热血对决”便隔
三差五上演，成了温州绿茵场上的一道
独特风景。

“我们加强日常训练，参加足球邀请
赛，帮助队员们维持较高的竞技水平，就
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状态与年轻球员们较
量。”金志敏说，“发挥余热帮助年轻球员
成长，对我们这群与足球相伴了大半辈
子的‘老家伙’而言，没有比这更有意义
的事情了。”

“前辈们虽然转身速度和冲劲比不
上年轻球员，但他们脚下技术非常过硬，
基本功、对球的处理方式、跑位意识及队
员之间的配合都很好，很多经验都非常
值得后生学习。”陈相锋表示，比赛结束
后，他们都会复盘，每一场比赛都有
收获。

让金志敏等人欣慰的是，正在成长
的 不 只 是 和 他 们 踢 球 的 年 轻 人 。 自
2017 年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落户温州
以来，温州由社会力量持续输血建成的
绿茵场逐渐增多，前不久在家门口举行
的杭州亚运会足球赛事，更是进一步掀
起了足球热。

“现在温州的足球氛围越来越好了，
踢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进入职业联赛
梯队的温州球员也在增多。我们也越踢
越带劲，只要身体允许，我们会一直踢下
去。”金志敏说。

温州有支平均年龄逾60岁的球队，每周雷打不动地训练——

“爷爷足球队”，绿茵场上写传奇
本报记者 戚祥浩 共享联盟·鹿城 章温曦 黄达亨

扫一扫 看视频

德育村民在宁海学习糕点制作。 本文图片由宁海县委宣传部提供

德育村6组村民在新房前忙碌。 德育村6组的首家民宿。

温州老年足球队部分队员留念。后排右三为金志敏，后排左一为王开成。温州老年足球队部分队员留念。后排右三为金志敏，后排左一为王开成。 温州老年足球队和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女足队“热血对决”。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温州老年足球队和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女足队“热血对决”。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