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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蹬黑布鞋，走路飞快，说起话来
铿锵有力。用仙居县政协副主席、埠头
镇振兴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张新建自己
的话来说，“有乡村干部的样儿”。

2011 年，在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工作的张新建主动报名，先后来到仙
居县溪港乡金竹溪村和埠头镇振兴村
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10多年间，张新
建改变着乡村，也改变了自己。

刚到金竹溪村，面对“道路烂嗒嗒、
村庄破落落”的现实，张新建提出规划
新农村建设，村民却调侃说“别说市里
县里的，就是省里派的也没用”。外来
农村工作指导员要在村里办事，可不容
易，但张新建带着“扑下身子、持之以
恒”八字真言，让村里的事不仅事事办
得成，还办得好。

“工作总有坎坎坷坷，但只要走进百
姓心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张新建明
白，农村工作难在信任。面对不信任，最
好的方法不是解释，而是实干。在金竹
溪村的7年多时间里，张新建一边“厚着
脸皮、磨破嘴皮、跑破脚皮”争取乡村建
设资金，一边“上山头、下田头、到灶头”，
努力成为村民的“自家人”。

白墙黛瓦的小洋楼一幢接一幢地
起来，村民对张新建也越来越信任。村
中有习俗，新房上梁要请最有威望的人
来背栋梁，张新建成为村民们的首选。

“这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带着
这份责任，张新建和村民到处争项目、
招客商、引资金，积极发动村民开发旅
游项目，办起农家乐和民宿，形成致富

产业。如今，金竹溪村年游客量超 10
万人次、营收超千万元，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赚到钱。

金竹溪村的发展经验，让张新建坚
信，乡村振兴，既要持之以恒、用心用
情，更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2019 年
初，张新建在振兴村遇到新难题：振兴
村是移民村，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
为此，张新建和村两委班子四处打听、
取经，寻找合适的产业项目。

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人。在北京参
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会时，
张新建遇到了时任象山县畜牧兽医总
站站长陈淑芳。后者建议养殖浙东大
白鹅，两地产业帮扶，两人一拍即合。

跑部门、研究政策，张新建和村两

委班子共同努力，不仅引进大白鹅养殖
项目，还利用养殖场上层空间让光伏发
电项目落地振兴村。“三期光伏发电项
目，马上就要招投标，投产发电后，每年
能为村集体带来 20 多万元的收入。”张
新建细数着村里的产业，从大白鹅、光
伏发电，到物业大楼厂房出租，短短几
年时间，振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几乎
为零增长到上百万元。

任期内，张新建为两个村共争取到
5000 多 万 元 资 金 ，建 成 100 多 个 项
目。村子的变化被外出的村民看在眼
里，很多人因张新建而回村，直言“老
张，我们不去外面了，回来跟着你干”。

“看着村里人气越来越旺，村民收
入年年有增长，我打心眼里高兴。”但发

展不止于此，任仙居县政协副主席后，
对于乡村建设，张新建又有了新思考，

“乡村振兴，发展的不是某一个村，而是
通过发展一个村，带动一片富。”

“光伏发电项目能否扩面，大白鹅
能不能‘飞’出振兴村，埠头镇的中药产
业能不能产生联动⋯⋯”以最熟悉的金
竹溪村、振兴村为起点，张新建对自己
提问，以实践作答——在与农林专家共
同走访调研中，他们发现杨梅树下除草
等维护工作量大，而大白鹅不仅能除
草，粪便还能成为很好的肥料，大白鹅

“飞”到树下，10多个杨梅合作社开始试
点；光伏发电项目准备让更多村子参与
其中；建议金竹溪村空山地种植芍药，
既能成景，还能发展药材经济⋯⋯

独木难成林，乡村发展不是一个人
的事情。为了建强班子，张新建一方面
请外出能人回乡，一方面带着村干部外
出学习、组织讨论，增强凝聚力。同时，
他还组织开展“我说我的村、我说我的
事”活动，推行村干部接待日、村民家访
日等，让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

采访中，张新建接到来自金竹溪村
的好消息。“老张书记，未来乡村创建我
们通过验收啦！”电话那头，村干部吕宽
炤约张新建回村走走看看。

与乡村打了 10 多年交道，张新建
对乡村的评价从未改变——“广阔天
地，大有可为”。时间证明，的确如此。
即便临近退休，但张新建的初心从未改
变，“只要村里有需要，我一定会竭尽所
能继续为乡亲们做好事、办实事。”

仙居县政协副主席、埠头镇振兴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张新建——

走进百姓心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本报记者 徐子渊 共享联盟·仙居 应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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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暨平今年 58 岁，在农村工作指
导员的队伍里，可以说是“老大哥”。可
在淳安县临岐镇叶家畈村，村民们只要
一提到这位“60 后”第一书记，就会竖
起大拇指：“王书记的活力和干劲，还真
不是一般小年轻能比的。”

2021 年 10 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即将选派新一轮的农村工作指
导员赴叶家畈村，得知消息后王暨平马
上毛遂自荐。“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就想
回村里干点事儿。”王暨平说，自己的父
亲就干过 34 年的驻村蚕桑技术员，耳
濡目染下，他对农村情况“门儿清”，工
作起来上手也快。

到村第二天，王暨平就脱下西装、
皮鞋，换上村民干活时常穿的迷彩服、
解放鞋，俨然一副村里人的模样。可即
便如此，村里还是有不少质疑他“只是
来体验生活”的声音。

“说实话，我当时挺沮丧的。但我
也下定决心，人家越是这样说，我越是
要干出一个样子。”王暨平没有过多解
释，只是默默地走村访户，在一次次贴
心交谈中，不断拉近和村民的距离。没
过多久，他绘制出了一份特殊的村情地
图：村里 9.39 平方公里土地，大到村集
体名下的山、地、屋，小到村里宗族宗
亲、邻里关系，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但王暨平也知道，这样还远远不
够，只有干好实事，才能真正走进村民
的心。

“我们村里供水管网年久失修、漏
水严重，问起来就说是资金没着落，所
以一直拖着。您是市里来的领导，有没
有本事给我们解决了？”2021 年 12 月，
王暨平第一次参加村民代表大会，面对
村民的“发难”，他内心却挺激动，“老百
姓愿意和我讲真话、说难处，这就说明
他们开始信任我了！”

第二天，王暨平就一户户上门了解
情况，并上山查看管网和水源。“管网改
造迫在眉睫！”王暨平一边与村两委研
究对策，一边发挥自己原先的岗位优
势，多方奔走争取各级支持。最后，在
市人大协调推动和水利部门帮助下，改
造项目很快启动。

针对水源选址和管道走向问题，村
民有不同意见，王暨平就提议把争议摆
到网格议事日上，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后来，改造方案得到认可，项目实施也
特别顺利，不到 3 个月，老百姓烦心的
问题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这件事打开了王暨平的工作局
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加固跨溪大
桥、建设文化广场、改造厕所，一件件事

关民生的“小事”，他都相继促成。
不仅如此，王暨平还把村里的工作

延伸到了临岐镇之外。他琢磨了各种
团购小程序，帮农户们打开销路。每次
往返杭州，他都会化身“快递员”去送
货，在车里载满大米、红薯、山茶油等叶
家畈自产的优质农产品。

王暨平是个摄影爱好者，临岐镇
山美水美雾美，他就经常利用空隙为
临岐拍摄风景照，并通过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为这里的“云雾经济”打广告。
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临岐镇被列为省
级摄影创作基地，很多摄影家都爱来
这儿采风。

有一次，王暨平从村里两位 80 多
岁的老人口中了解到，很多村民都没有
像样地拍过照，就自掏腰包购买了摄影
棚所需要的幕布、彩色打印机等，在村
老年食堂搭起了摄影棚，免费给全村的
老百姓拍摄证件照和全家福。在这个
过程中，王暨平也慢慢地从一名“局外
人”，成了村民口中的“自家人”。深受
大家信任的他，这几年里还帮助协调解
决各类矛盾纠纷近200起。

王暨平在叶家畈越扎越深，思考的
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乡村振兴离不开
产业振兴。”他发现，叶家畈村有着不错
的中药材资源，例如黄精、覆盆子等，却
没有创造出应有的效益。为了给村民
们铺就一条致富路，他联合毗邻2个村
发展黄精规模化种植，盘活 2000 多平
方米的闲置茶厂打造“共富工坊”，带动
就业 80 余人，村民人均增收 1.5 万元，
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是 2021 年的
两倍多。

2022 年 6 月，乘着县里推广“大下
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模式的东风，淳北
联合党委挂牌成立，叶家畈从 3 村抱
团扩展到 5 个乡镇 61 个村，王暨平作
为联合党委的一员牵头招商工作。自
那之后，王暨平镇里村里“连轴转”，围
绕做大“淳六味”中药材，推动引进 1.2
亿元产业项目，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
饮片厂、华润江中覆盆子项目相继落
地，淳北中药材产业迈入了快速发展
通道。

2023 年底，村民们得知他驻村期
满，纷纷联名挽留，王暨平也向组织提
出意愿，希望继续
扎根坚守下去，得
到 了 组 织 的 同
意。王暨平说，他
会一直以饱满的
热情，在叶家畈发
光发热。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干部、淳安县
临岐镇叶家畈村农村工作指导员王暨平——

我就想回村干点事
本报记者 李 灿

山路蜿蜒曲折，车子一路颠簸前
行。平阳县水头镇新联村位于海拔
500 多米的山上，一下车，满眼绿色，空
气中茶香弥漫。这里被称为“中国黄汤
第一村”，也是平阳黄汤茶的发源地，近
年来当地旅游开始“出圈”，一问村民缘
由，大家都连连称赞一个人——徐浩。

一双黑皮鞋、一副细框眼镜，记者
在村口位置见到徐浩时，他正和村民们
拉家常，远远看去和村干部没两样，走
近仔细一瞧，脸上还有几分书生气。

“到村里已经两年多，每天都很难
忘。”徐浩是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
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2021年4月作
为省派第十二批农村工作指导员来到
新联村，成了乡村艺术设计师。用他的
话来说，“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身份
变了，责任也变了。”

在村口游客中心墙壁上，整面墙绘
着一个卡通形象，穿着畲族服饰的卡通
人物圆鼓鼓，用双手环抱茶山，仿佛守护
着新联村。带着记者参观的徐浩说，这
是他为新联村做的第一件事，“没想到和
村里早就结缘了。”2020年，徐浩带着学
生团队来到新联村暑期实践，留下了这
个墙绘。驻村后，徐浩谋划着品牌宣传，
赶紧注册了村标，“这样游客一下子记住
了我们村，这也是新联村的文化IP！”

扎根在乡村，该如何发挥自己的能
力？徐浩觉得，自己的艺术文化创意设
计功底，也许能为乡村发展添“一把
火”。来到新联村后，他先花了半个月
时间调研，吃住在村民家，和村民们聊
发展，还找村里青年乡贤提建议，鞋子
都走坏了一双。新联村有悠久的平阳
黄汤产业基础，又是畲族乡，徐浩谋划
艺术赋能乡村，包装村茶、创作村诗、唱
响村歌，扮靓乡村景点，打响“中国黄汤
第一村”的品牌。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徐浩说，他
最强大的后盾就是学校。设计村里的
茶叶包装需要团队，他找到本校的学生
支援；创作茶诗需要组织社会各界诗词
爱好者，他请来本校的专家支持；茶园
景区需要设计导览图，他就自己动手。
徐浩打趣道：“为了乡村发展，我学会了
厚着脸皮找校友‘薅羊毛’。”现在，新联
村不少文化产品由浙江传媒学院制作，
比如以新联村故事为原型的动画片，畲
族姑娘演绎的村歌MV等。

不仅要让外界知道新联村，还要让
游客愿意来新联村。驻村第二年，徐浩
动起了农文旅联合发展的想法。他带着
记者去参观村里新修建的茶博园。“这里
别有乾坤。”沿着山路往前，穿过一座翻
新的“共富门”牌坊，山边墙壁处处绘着
农民画，茶园里有新打造的樱花湖⋯⋯
迈上茶园的石阶，一步一首茶诗，被印刻
在石墩上。徐浩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这都是村民们一起参与、学校团队和社
会各界支持，想方设法一起设计的。”

站在茶山上远眺，8 幢畲乡民宿像
风景画一样嵌在茶园，一旁兴阳集团投
资新建的民宿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工。说
着，徐浩脸上浮现出笑容，“也是因为乡
村发展好了，吸引来越来越多的项目。”

兼具文化和创意，徐浩的一个个
“金点子”让新联村越来越热闹。现在
村里搭建起乡村大舞台，徐浩叫上村民
一起自办篝火“村晚”，策划茶旅文化
节、茶诗词大会等，让社会各界来新联
村采风创作。各种资源开始集聚到新
联村，农业部门投入提升茶园景观，民
宗部门投入建设民宿、气象部门搭建气
象站、浙江子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村
里建设茶叶加工基地⋯⋯这两年新联
村迎来很多外地游客，来观光的一名美
国华侨向徐浩感慨说：“有这么多好资
源投入浙江乡村，让人羡慕不已。”

驻村日子过得很快，新鲜感褪去后
徐浩有了更多思考。他觉得，乡村振兴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他希望留下一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记忆。他牵头谋划建

设新联村乡村文化记忆馆，摆上村里老
物件，梳理村里的畲族文化、红色文化、
乡贤文化、产业文化，还把近年来创作的
茶诗、茶歌出版成书在馆里展示。作为
省级结对帮扶团组长单位的宁波市政府
这两年对新联村的支持力度很大，为此
他想出一句“浙传情‘甬’流传”的标语，
请来书法家挥洒笔墨印刻在记忆馆门前
的原石上，“如此一来，村里不但多了一
个文化打卡点，也能更好地宣传帮扶工
作。”他说。

确实，现在的新联村越来越“有文
化”。“村民们开始用自家农屋办民宿、
开农家乐，大家不会背几首茶诗都会觉
得不好意思。”新联村党支部书记兰江
平告诉记者，近两年村两委跟着徐浩学
到不少东西。过去村里只知道种茶叶，
现在发现品牌宣传重要。如今新联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从 2021 年的不到
40 万元增长到 120 万元，更难得的是，
得益于茶博园景区的打造，目前村里旅
游年收入达到 350 万元，村民们都感受
到文旅发展的好处。

如今，徐浩更像平阳乡村文旅的传
播大使，他的微信头像是学院团队设计
的平阳城市标志，朋友圈背景是新联村
的茶山，视频账号名是“平阳黄汤茶博
园”，还运营新联村公众号，“你看阅读
量还挺高。”他展示给记者看。

看到乡村越来越好，徐浩忘记了工
作的“辛苦”。“我毕业后就进入高校工
作，这次驻村经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我，让我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有了更
深理解，文化创意、品牌宣传不能仅停
留在课本上，要更多走到广袤乡村大
地，在实践中用艺术赋能乡村。”接下
来，他打算总结梳理文化赋能新联村的
经验，把新联村的发展模式推广到更多
的乡村去。

浙江传媒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平阳县水头镇新联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徐浩——

用艺术创意扮靓山乡
本报记者 王艳琼

浙江传媒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平阳县水头镇新联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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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建（左）带队考察振兴村三期光伏项目。 共享联盟·仙居 章永科 摄

王暨平带村民到镇卫生院体检。 受访者供图

徐浩（中）和新联村村民一起查看黄汤茶叶。 本报记者 王艳琼 摄徐浩（中）和新联村村民一起查看黄汤茶叶。 本报记者 王艳琼 摄

王暨平拍摄的叶家畈村油菜花盛王暨平拍摄的叶家畈村油菜花盛
开时云雾缭绕的美景开时云雾缭绕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