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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
本报讯 “乡贤是乡村有德行、有才

能、有声望，深为群众尊重和信赖的贤

达、贤德人士。”日前，大堰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以来，大堰通过聚合“乡贤力

量”、广集“乡贤资源”、建立“乡贤智库”

等工作，涵养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聚合乡贤才智 共谋家乡新发展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乡贤是一股重

要的力量。该镇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积极

引导乡贤反哺家乡，推动乡村发展。利用

春节、清明等节假日，在外乡贤返乡探亲、

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的机会，邀请他们参加

大堰镇乡村振兴“诸葛会”，及时通报大堰

发展现状，赠送《乡愁大堰》期刊，加深联

系，并请他们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心系桑梓，不忘反哺家乡。乡贤王

立明是万二村村民，在大堰镇乡村振兴

“诸葛会”上，率先提出万一、万二、万三

3个村集体建设综合型文化礼堂，他还

表示将请来更多专业人才帮村里搞规

划、引项目。针对大堰经济薄弱村的现

状，企业界乡贤专题举行“诸葛会”，研究

项目资金落地工作。乡贤毛成明当场表

态，洞坑村光伏项目资金不足部分，他来

托底，体现了乡贤的担当。

搭建平台，聚合力量，该镇建立“我

是大堰人”乡贤微信工作群，让散落在各

地的乡贤们在此进行日常的交流沟通，

共话大堰的新发展。乡贤董满永通过微

信群平台，把自己编写的大堰美食菜谱

与各位乡贤进行探讨，最后将菜谱编成

押韵的顺口溜，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大堰

这个“新网红镇”以及它的美食。

打造乡贤文化阵地，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因地制宜建好乡

贤廊、乡贤公园等展示阵地，陈展事

迹，激活乡贤精神感召力。在后畈村设

置先贤墙，上墙展示“一宰相三尚书十

四进士”事迹；修建尚书公园、巴人公

园；完成大堰村、张家村、徐家村等多

村乡贤榜制作，计划 40个村乡贤榜年底

全部制作完成。

广集乡贤资源 凝心聚力谱新篇
引导乡贤为农村“消薄”工作发挥积

极作用。大堰商会积极凝聚乡贤力量，

尤其自今年以来不断加大服务会员力

度，先后举办区内外考察交流、安全生

产、税法改革等讲座 4次，做好政府部门

参谋，竭力反映企业呼声，争取政策支

持，起到企业“娘家人”的作用。企业界

乡贤董明龙、王剑勤积极帮助竹农收购

毛竹，助力村民增收，吸引了近 300名大

堰村民就业。

落实经济顾问制度。鼓励非公经济

人士通过选举，担纲村主要负责人。目

前，大堰 40个行政村中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非公经济人士（个体工商户）近三分

之一。冯德林作为新乡贤，帮助张家村

引进光伏项目，仅此项目，每年为村集体

经济创收27万元。

发挥乡贤作用 引领乡村新风尚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应有之义。乡贤竺绍生对大堰镇多村村

民进行了乡风文明方面的授课，提升群

众文明素养。乡贤王春盛自费编写《徐

马站村志》，让大堰人了解村史。乡贤无

私奉献爱心的故事不断涌现。乡贤王国

仙不仅设计了“大堰有礼”农产品品牌，

还牵线搭桥助力山区爱心卖笋卖桃卖瓜

等活动。李家村乡贤李秀土在清明返乡

探亲之际，捐助 6位大堰籍贫困大学生

每人每年 1.5万元，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乡贤张志能、戴美飞等与下旺村、里车头

村学生结对，持续资助学生上学，在重阳

节时，给老年人发放红包，修路、修祠

堂。乡贤的桑梓情怀洒满大堰。

同时，该镇从法治、德治、自治“三位

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高度着手推

进乡贤工作。充分利用道德庭的力量，

让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石井村乡贤杨孟

君通过道德庭的力量，化解村内矛盾，齐

心协力共同推动村内发展。

培育“同心细胞” 凝聚“同心力量”

大堰乡贤吹响助推乡村振兴号角
□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
本报讯 今年 3月以来，省文明办组织各市文明

办抽查了浙江省首批 76个县（市、区）中纳入小城镇文

明行动的 221个小城镇。通过实地查看、问卷调查和

资料查阅，近日传来喜讯，大堰镇成功获评“2017年度

浙江省小城镇文明行动样板小城镇”，成为浙江省首批

样板。

去年以来，该镇成立全省首个镇文明委，结合“连

山堰情”文明示范线建设，开展以“垃圾不落地、出行讲

秩序、办酒不铺张、邻里讲和睦”为主要内容的小城镇

文明行动，着力构建小城镇环境整治文明保障网。

今年来，该镇结合文明行动要求，继续做好深化文

章，实施文明素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组建文明观察员

队伍，设立文明红黑榜，开展移风易俗、环境卫生等文

明督查，开设村民文明礼仪大讲堂、旅游服务培训课

堂，建立连山公益联盟，启用志愿服务空间，常态化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完善文明行动引导服务体系，

促进党风、民风、乡风、家风、店风“好五风”养成。

大堰镇成为浙江省首批
小城镇文明行动样板

□毛节常 赵伊丽
大堰镇万三村西南面的一座小山，人称道谷岩（亦

称道观岩、道光岩），在解放前那里曾发生过多次战事，

日军多次进攻万竹就是从道谷岩开始的，其中鲜为人

知的是我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曾有一场遭遇战。

据史料记载，1948年8月中旬，我三五支队的三支

队伍对外称“钢铁部队”（途中又改为机动部队），8月
14日在鄞县燕子窠整编后，由张瑞昌（顾德欢）、张任

伟带领 90多人，南向台属地区挺进。为避免沿途敌人

干扰，部队装扮成国民党“浙保部队”，经任宋、许家山、

石门等村，来到大堰镇马站村。

“傍晚时，有部队开到村里，就住在程家祠堂。”今

年 83岁的程定苗还记忆犹新，那时祠堂是一所小学，

他就在那里上学，由于父亲是甲长，就被部队叫去烧饭

煮茶。村民称部队为“毛五”，是石门的毛荣带路来

的。“毛五”是什么意思？程定苗也不懂，就跟着他父亲

去送水送饭，部队一进村就戒严了，只准进不准出，石

门村的几个村民到马站办事，自然夜里也回不去了。

后来，还是有村民跑出去，王家村的王林芳和王惠恩翻

过毛高岙岭，赶到南溪村——当时万竹乡公所的驻地，

乡长王世文是王林芳的哥哥，王林芳的父亲看出部队

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就叫王林芳告诉他哥哥，所以他们

俩偷偷去报信。其实，国民党伪县长周灵均已经知道

“钢铁部队”在马站宿营的消息，并给王世文打过电话、

通过气了。当夜，国民党的奉化保警中队和民众自卫

队就出发了，但“钢铁部队”队员们对此情况还一无所

知。

8月15日，天一亮“钢铁部队”就出发了，他们经过

阎家岭向万竹开去，但不久就传来了枪声。原来国民

党的部队一早也赶到了万竹，听人说有很多“毛五”的

部队开过来了，他们就分成二股，一股去西山嵩埋伏，

一股去鹳嘴砻头，还没准备好，“钢铁部队”已经走到道

谷岩了，负责前卫的战士刚走到永安桥上，国民党的部

队就开枪了，当场有 2名战士负伤。战士们久经沙场，

临危不乱，张瑞昌和张任伟立即在道谷岩观察敌情，一

边命令部队寻找有利地形组织反击，用机枪猛烈扫射，

压制敌火力，另一边组织部队冲向凤山，抢占制高点。

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被击溃，计毙伤敌 10多人，

俘虏 6人，缴获轻机枪 1挺，步枪 20多支，子弹千余

发。我军轻伤 3人。后来部队在经过箭岭到炭山湾

（现叫环山自然村）木荷树岭一个叫磨刀石塘的地方时

又击毙连山联乡自卫队队长毛燕羌。

据西畈自然村今年 87岁的王大兴回忆，当时枪声

响起来，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在家找地方躲起

来，国民党部队的机枪子弹就从他家旁边打过去，有一

颗子弹打到屋旁的岩石上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他父

亲的右锁骨。战斗结束后，王大兴的母亲冒险爬过溪

坑去找三五支队求救，三五支队来了三四个同志，检查

了伤口，说子弹还在里面，可以做手术取出来。他们正

准备动手术，集合号响了，就给王大兴的父亲进行了简

单的包扎，止了血，给了止痛片就出发了。后来，王大

兴的父亲花了 36斗的米钱才在宁波的华美医院把子

弹取出。

当日下午，“钢铁部队”经过田墩、石井、白粉壁村

到达宁海，沿途战士们还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等，

还有的战士帮群众挑水扫地，给群众看病，部队纪律严

明，逃上山的群众也纷纷回家。

史料载，万竹之遭遇战，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对

我军保存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浙东根据地有重大的

意义。

现在，道谷岩的山脚下早已通了公路，永安桥也改

建过了，知道这些故事的人不多了，但历史会告诉人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

奋斗出来的，道谷岩就是一个见证。

“钢铁部队”万竹之战

□通讯员 赵伊丽 毛节常
本报讯 去年，箭岭村开始创建浙

江省首个“零污染村”，受到各级领导及

媒体关注。近日，政协大堰工委一行走

进箭岭村，调研“零污染村”的运作模式。

“统计了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的

半年数据，累计收集可腐烂厨前垃圾近

45000公斤，新鲜厨余垃圾2000公斤；回

收农药瓶2645个，农药袋10013只；废旧

衣服 1750公斤；烟蒂、烟壳 47.5公斤，塑

料瓶、易拉罐约 3500只……”考察组一

行听取了该村书记王建国关于垃圾分类

工作的介绍，并实地观摩了环保集市的

开展情况、环保酵素工坊。

据了解，该村位于横山水库源头。

十九大报告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保护好横山水库这座向奉化

及宁波市民供水的大水缸，是村里的一

件大事，但垃圾处理的难题一直困扰着

村民。该村于去年 12月开始打造“零污

染村”，设置了绿蓝红三种垃圾桶，可分

别投放酵素垃圾、堆肥垃圾和其他垃圾；

组建了志愿者队伍宣传引导村民进行垃

圾分类；在路边、墙角挂设了标有“烟蒂

投放处”的竹筒，便于抽烟的人投放；制

作环保酵素，打造“以垃圾治垃圾”的循

环模式。

在当天随后的座谈会上，政协委员

与该村两委会、箭岭志愿者们共同分析

探讨了箭岭村“零污染村”的现实处境、

可借鉴学习的方式方法，以及现今在水

源地周边村落复制推广“零污染村”模式

的可行性。政协委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

想法和建议。政协委员王立明认为，“零

污染村”运作模式，能有效促进饮用水源

保护、美化村容整洁、人居环境改善、废

物利用、垃圾减量。

另悉，该镇今年已选择万三村、谢界

山村等村探索推广箭岭“零污染村”模

式，全力守护好山清水秀的生态优势。

图为政协大堰工委一行在箭岭村调

研。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政协大堰工委调研箭岭村“零污染村”运作模式

紫薇花开迎客来
大堰镇南溪村的大畈地里，100

多亩紫薇花竞相开放，深红的紫红的

紫薇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图为游客在欣赏紫薇花。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大堰镇山门村村民

王明江在大堰村租地

30 多亩建了个提子葡

萄园，为吸引游客来采

摘，他还建了个 350 米

长的走廊，廊架上挂满

了美人指葡萄，游客在

采摘葡萄的同时，还能

欣赏到葡萄园优美的景

色。

图为王明江在摘葡

萄。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大堰葡萄熟了 大堰生态绿道 村民散步好去处

每天傍晚，大堰村、后畈村、湖边桥村和常照村的 100 多位

村民几乎风雨无阻到9.2公里的生态绿道上行走。他们一边走锻

炼身体，一边欣赏路边盛开的波斯菊、紫薇，走累了还可在亭子里

休息谈天。图为村民在慢走。 通讯员 毛节常 赵伊丽

话说大堰话说大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