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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鄞东平原上，那
个曾经食不足以饱腹的湾
底村，如今既是区、市、
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示
范村，全省首批全面小康
建设示范村，也是全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和“领头雁”。

沧海桑田大半个世
纪，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
楣，经历了大跃进、文
革、改革开放，正是他，
与历史的脉搏共跳跃，带
领着走投无路的湾底村涅
槃重生。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也是吴祖楣入党的
第四十年，还是他在湾底
村当村干部的第四十年。
谈笑风生间，吴祖楣将这
四十年来的历程分为了三
个阶段：1979 年，提出

“穷则思变”；1993 年，
提出“创业万岁”；2001
年，提出“人民第一”。

1993年是我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那时，全国各地涌动着乡镇企业私有化转制的

热潮，按照当时的国情来看，村企业转到个人后，
企业的发展将有望更加快速，这也是现在不少民营
企业家第一桶金的由来。

那一年，湾底村村办企业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
七八十万元，我作为厂长，若是选择转制，企业便
将转到我的手里了。但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坚持
村办企业集体经营，因为转制后，虽然我个人富
了，但湾底村集体经济可能就上不去了，更谈不上
实现村民致富。

考虑到这时候正是买厂的好时机，我们又买入
了4家乡办企业。也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提出了

“创业万岁”的口号。我坚信，一个村要发展生产
力，就要永远创业下去。为了防止集体经济人人有
份而导致的松散，我们还对党员干部提出了约法三
章：“遵纪守法，勤学实干，先公后私。”

我们明白，选对路子也很重要，农民要是老守
着自己的一亩地是永远没有出路的。2001年，我们
成立了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将湾底村这片
土地的能量进一步深挖。

天宫庄园的果实来自于一次幸运的邂逅。以
往，我只见过养蚕人种的桑树品种，没见过以吃果
子为主的桑树，有一年去以色列推销产品时，我惊
奇地在耶路撒冷路边的水果摊上发现了一种口味甜
美的紫色桑葚。回国后，通过浙江省蚕桑研究所的
推荐，经过考察、调研、实验，我们从一位台州籍
的退休高级农艺师手中买下了2万株桑树苗，就这
样开始了桑树的试种。

如今，桑树种植顺利，桑果长势喜人，平均1
米的桑树枝条上可以结出80颗左右的桑果，一株桑

树上有15~20根枝条，而整个华东地区的桑果产
业，几乎都是从我们这里拓展开去的。

同样是在 2001 年，我们还提出了“人民第
一”的口号，开始新农村建设。

当时，村集体经济已经有了6000万元积累，我们
便想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将原有的8个自然村，拆建
成一个中心村。于是，在2001年到2006年的这五年
时间里，我们拆掉了6万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新建了9
万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尽力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2004年，为了给村子的发展再多开辟一条路，
湾底村成立了天宫庄园休闲旅游有限公司，开始发
展农业旅游。自此，村里先后投资1.2亿元建起了
花卉基地，逐步打造出植物园、天宫城堡、非遗博
物馆等一系列“近郊型”休闲项目。采摘垂钓加烧
烤，新村田园古村游，慢慢地，湾底村成为了集农
林观光、科普教育、乡村体验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都市里的村庄，城市中的花园”。每年五月的桑果
节更是热闹非凡，看着游客们和村民们都高兴，我
也非常满足。

今天，湾底村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达到了8.8
亿元，但这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我们还
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把第三产业投资作为重点，在
市、区提出全域旅游的良好机会下，重点投入提升
天宫庄园，同时向蓝青小学、蓝青幼儿园等教育项
目再发展，争取让村民们达到生活富裕的水平。

现在我回想起来，湾底村发展的这四十年，是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斗创业的四十年。“穷则思
变”“创业万岁”“人民第一”，四十年来，这三句
口号像前方的灯塔，给予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也
始终坚持着党的领导，坚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我相信，未来，湾底村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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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吴祖楣
鄞州区下应街道

湾底村党委书记

吴祖楣：湾底村的“第一牛人”
见习记者 朱一诺

1978-2018

穷则思变

曾经，湾底村全村不过 1000 多人，村里的路又窄又
弯，泥泞不堪，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穷得响叮当。

当时，我们这个被称为“七弯八弯弯到底就是”“有女
不嫁烂眼村”的小村子，用一个“穷”字足以形容。

1972年夏天，当地遭遇大旱，村里晚稻歉收，亩产只
有 260 斤左右。1976 年，又遭烂春，蔬菜大多烂死在田
里，水稻大量减产，满眼苍茫。

天灾将村民们的生活进一步逼上绝境，看着村民们辛
勤劳作却依然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现状，我心痛不已。

1979年，我33岁，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当时，中国
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
路，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人民燃起新的希望，我也充满了
斗志，在生产队仓库的墙上写下了四个大字：穷则思变！

“穷则思变”，从科学种田开始。为了摆脱贫困，我开
始不断请教农科专家，翻书自学农业生产技术，村里也成
立了科技组，机耕、灌溉、脱粒及防治病虫害开始机械化
和电气化。

想吃饱饭的决心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全村的不懈
努力下，村里的粮食亩产比原来提高了一两百公斤。当
然，这还远远不够，我也深知仅仅靠农业发展，不足以让
村民们过上好日子，于是我将目光瞄准到了发展村办企业
上。

1982年，我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的三
家企业都不过是二三十人的小厂子，手工作坊规模极小，
一年的效益总共不过3万元。对于那时既是厂长，又是书
记，还是推销员的我来说，肩上的担子也沉重得不得了，
但为了全村的发展，我知道自己必须扛住。

哪里有路我就往哪走，风风火火闯九州。
那时候，没有动车高铁，更坐不起飞机，我背着个编

织袋，往里头装上样品和方便面，提一个塑料桶，灌上自
己冲好的橘子水，在隆隆作响的、拥挤的绿皮火车里站着
度过十几个小时，去全国各地拉业务、推销。

到了陌生的城市，我或是等到后半夜，住到暂停营业
的浴室里，或是花5块钱到防空洞里，钻进一条不知道有
多少人盖过的被子里将就一晚。如今回想起来，那条被子
的复杂味道我依然记忆犹新。

转眼到了1989年，湾底村建立了首批中外合资企业之
一的宁波天工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钻头、锉刀等
工具，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试着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

刚开始跑外贸公司，自然是处处碰壁。有一次，为了
把我们厂生产的钻头推荐给浙江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我在
宁波和杭州之间坐火车，来来回回跑了7趟。记得第一次
去时，我身穿中山装，脚踩解放鞋，全身上下透着土气，
直愣愣地摸进公司里找负责人。而当时，负责人正在和别
人谈话，把我晾在了一边。等到他闲下来搭理我，只看了
一眼，就说道：“这个产品不对，拿回去重新做。”因为浙
江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外贸公司之一，
我不能放弃。就这样，来来回回数次返工，其间的辛苦难
以言表，等到最后顺利谈下生意时，大家真是高兴得不得
了。

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我们也不错过每一场广交会，
还自己带着样品跑国外。那个时期，我就是靠着书籍和

“社会大学”教给我的经验，摸索着前进的。
如今，天工公司的产品已经发展到20个大类、100多

个品种，其中98%以上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区，生产规
模和销售收入达到了全国同行前列。这也是令我们全村骄
傲的成绩。

吴书记是真的很忙碌。1946年出生的他，已年逾
古稀，却依然没有停下为村子奔走的脚步。

当日，我们的采访约在中午12点，前一天，他刚
从重庆万州出差回来，当天又要准备一系列会议等事
宜。

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甚至没有午休的他，
却依然精神饱满，脸上未显疲倦。他红光满面、精神矍
铄地走进小会议室，操着一口地道的宁波话，谈笑过
往，“吃不饱饭”“碰壁无数”这样的日子在他的语气中
显得不值一提。

农民出身为何会想到办厂？怎么想到要销售那些
工具？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是如何走出国门的？对
于这些问题，他轻描淡写地说：“穷到吃不起饭了还能
有什么办法呢，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了。”也是，“摸着
石头过河”，大抵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最正确，也最无
奈的选择吧。

在采访过程中，吴书记还讲了个趣事：“记得有一
次和一位日本商人谈生意，他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是个种地的，就开玩笑说‘早稻田大学’，他误以为
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哈哈！我不过是种水稻的农民罢
了。”确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仅仅读了四年半书的

放牛娃，一个只会说宁波话的农民，却能凭借着自己对
学习的热爱和对时事的灵敏嗅觉，走出贫穷的小村子，
甚至走出国门，最终撑起了整个村的发展。

在翻阅村志时，我发现湾底村的村民们把吴书记
称为村里的“第一牛人”。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放牛娃出
身，获得过浙江省新农村建设“金牛奖”，更因为他
为村集体的发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湾底村里的住房崭新
气派，道路宽阔平整，绿树茂密，河流清
澈，假日里天宫庄园游人如织，欢声笑语
不绝。吴书记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
为全村共同富裕而勤恳耕耘的付出，
也令村民们无比动容。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贯穿了吴
书记的大半生，四十年来，他在
历史的洪流中尽力寻找着顺风的
方向奔流前进，带领村民们创
造出了幸福的生活。他说：

“人的一生能为集体做点事，
其乐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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