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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路上

共富观察

挂职手记挂职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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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策划更多内容全媒体策划更多内容，，欢欢
迎大家在专题留言迎大家在专题留言，，为共为共
同富裕支招同富裕支招。。

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村党组织是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
众的“前哨站”。谢家路村通过借鉴“支部建在连上”的
理念，在 10 个村民小组内设立了 10 个前哨支部。进一步
向下延伸的前哨支部不仅是基层党员日常学习、精准施教
的平台，也是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半古月
村可以参考谢家路村的做法，推动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发挥
大能量。

谢家路村前哨支部的做法激活了基层党员的“细
胞”，充分发挥了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谢家路村
为模板，如何进一步发挥半古月村基层党员的作用？

余姚榨菜如今已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品牌化、规模化
的发展之路，产业体量逐步壮大，产品风靡全国。半古月
村的茶叶同样品质出众，但目前仍以纯采摘为主，如何进
一步做大本地的茶产业？

作为松阳茶叶的产地之一，半古月村的茶叶完全具备
培育品牌的条件。半古月村可以参考余姚榨菜“基地+订
单+企业”的模式，以大型农村合作社为牵引，吸纳周边
地区农户，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逐步形成种植、养
护、采摘、制作、包装、销售的全产业链，增加优质茶叶
的种植面积，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与亩均产出。

随着数字化改革的加速推进，谢家路村相继推出了
“智慧大脑”管民生、一键呼叫解民情等服务，进一步加
强、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半古月村数字化基
础相对较弱，如何实现创新？

谢家路村曾探索实施的“小板凳”工作法，通过让干
部、群众同坐板凳，面对面倾听百姓心声，心贴心解决实
际问题，实打实地推进落实，使得普通群众也能深度参与
村里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半古月村可以“小板凳”工作
法为基础，在逐步夯实数字化基础的同时，根据本地实际
需求，推进数字化智治模式。

周永庆

杜海军

谢家路村与半古月村有着各自的发
展优势与特点，在携手共进、一同踏上共
同富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双方都需要取
长补短，相互补给，实现“组织强、产业
兴、百姓富”的良好发展生态。

在党建引领方面，结对村应进一步
推进党建合作事项，建立党员干部日常
交流机制，在思想上传，在经验上帮，
在工作上带，真正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

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优势。以谢家
路村的前哨支部、“小板凳”工作法等
模式、举措为例，结对村需要频繁互
动，因地制宜地将优秀的经验、做法复
制到半古月村。

在产业带动方面，结对村可进一步加
强干部交流互动，组织专家把脉问诊，通
过乡村振兴培训、项目帮扶等形式，进一
步理清乡村振兴思路，推动集体经济壮大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了茶产业合作，半
古月村自然风光优美，结对村可在旅游项
目上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与此同时，结对村的合作可不断扩
大规模。通过全面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在党建、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更
为深入的合作，全面开花。

（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区
域合作二处一级调研员 张爱国）

取长补短，共谋“产业兴 百姓富”

当我刚到松阳时，第一站就去了位于赤寿乡
的松阳-余姚山海协作产业园。产业园内厂房林
立、机器隆隆，已成为两地近 20 年“山海情”
的重要见证。

但当来到毗邻产业园的半古月村时，我发现
村内留守党员的年龄偏大，党建工作相对较少，
村庄治理、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与发达村
庄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同行的挂职干部
都觉得需要给半古月村找个共同富裕道路上的

“好伴侣”。
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是全国文明村，党建

工作远近闻名。如何通过党建工作带动村里各项
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谢家路村能给半古月村输
送不少锦囊妙计。

今年4月，两个村“喜结连理”。在随后的
“探亲之旅”中，半古月村整洁的村庄、淳朴的
民风，给谢家路村的村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谢
家路村的“小板凳”工作法、阳光村务八步法等
党建特色工作，以及智能化村庄管理模式，也让
半古月村的村干部兴趣颇浓，约定下次回访时一
定要好好实地探究一番。

事实上，两个村合作的想象空间远不止这
些。我们希望在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的过程中，
探索党建+乡风文明、产业振兴、消费帮扶等联
建模式，使两个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
近、越走越亲。

（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伟）

泗门镇谢家路村位于余姚市西北部。近年来，该

村突出党建引领，做实做强产业，提升村庄品质，以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飞速

发展，村社会总产值从2001年的6.0亿元增加到去

年的55.8亿元，年均增长13%；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01年的8203元增加到去年的54755元，年均增长

11.5%，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半古月村距丽水市松阳县城19公里，距赤寿乡

政府所在地2.5公里，与松阳-余姚山海协作产业园

相邻。该村是个著名的产茶村，松阳的“银猴”茶叶

就出自这里，全村现有茶园750亩，村民主要以从事茶

叶种植、茶叶加工和外出经商务工为主。去年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74.82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23.56万元，

主要来自物业楼租赁、飞地投资、茶叶山承包款等。

今年4月，谢家路村与半古月村成为山海协作结

对村。

一个是依托工业崛起的全国文明村，一个是盛产

茶叶的丽水高山村。尽管发展进度不同，但依托各自

优势以及不断地创新，两个村庄携手走在共同富裕的

新路上，以高质量发展的新姿态，加速驰骋。

创新汇聚共富力
——宁波谢家路村、丽水半古月村的共同富裕实践

“松阳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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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路村与半古月村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如何在山海牵手中念好“共富经”？两个村的书记进
行了一场远程视频连线。

周永庆：松阳县赤寿乡半古月村党总支书记 杜海军：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党委书记

冬日的暖阳穿透清晨的薄雾，温暖地洒在余姚市
泗门镇谢家路村的农家小院里。谢家路村第十前哨支
部书记宣光潮与 10 余名党员、群众围坐在一起，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与探索，如今谢家路村的前
哨支部不仅是当地基层党员日常学习、精准施教的平
台，也是基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成为激
活基层“细胞”的一剂良药。

前哨支部虽小，激活后释放出的能量却大。
曾几何时，为了巩固治水成果，便于河道日常保

洁，谢家路村计划拆除中心河道上的村民自建简易
桥。对此，村民颇有意见，有人质疑政策，有人对拆
后补偿期望过高。

拆桥工作陷入僵局时，谢家路村第三、第四前哨
支部的党员率先站出来，5 名党员带头拆除了自家的
简易桥。在党员和村民代表的带动下，24 座简易桥
在短短 10 天内被拆完。

“村民无小事”，谢家路村前哨支部的创新做法成为
全市标杆。而在半古月村，因为党员年龄偏大、党建基
础薄弱带来的村庄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问题，一直让村
党总支书记周永庆劳心费神。就在上个月，谢家路党委
书记杜海军一行的来访，给他的“老大难”问题带来了

“解法”：“可以把谢家路村前哨支部复制到半古月村！”
“我们觉得可以一试。”周永庆如释重负。“前哨

支部怎么建、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内容要上墙等，
疫情之后，我们将前往半古月村，手把手进行辅
导。”谢家路村第十前哨支部书记宣光潮已经被确定
为前往半古月村进行党建辅导的人选。

而对周永庆来说，届时他们可以学到的不仅有谢
家路村前哨支部的做法，还有更精细的“党建+治
理”经验。

一个前哨支部

架起连心桥
“春色满怀金谷酒，清风雨液玉川茶”。这是明代

占雨曾描绘的松阳茶叶。作为丽水八大名优特产之
一，松阳“银猴”茶叶的产地之一就在半古月村。

然而，这个区域性品牌并未让半古月村村民的腰
包鼓起来。每年的茶叶采摘季，村里的茶农要么眼巴
巴等着茶商上门收购，要么自己扛着茶青翻山越岭去
镇上卖。“我们这里村民种茶叶不赚钱的！”谈起茶
叶，周永庆有一肚子苦水。

当地的种茶户周永萍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她
种的三号茶为例，今年头批茶青的收购价大约是每公
斤 40 元，但类似的名优茶茶青，每公斤的收购价已
超过 100 元，“黄金芽”等精品茶的茶青价格更是超
过了每公斤 200 元。

半古月村的茶叶，让一同前去考察的余姚黄潭蔬
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其炎印象颇深：“我们带
回来的半古月村茶叶，口感不错，但是包装上却写着
福建某企业的名字，品牌名为‘黄金芽’。”

如何让半古月村的“银猴”变“黄金”？作为余
姚的榨菜大户，魏其炎曾一手将一个家庭小作坊提升
为日出货量 4 万公斤的蔬菜合作社。

对于产业化与品牌化，魏其炎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可以借助企业已有的平台，帮助半古月村打造茶
叶品牌。”魏其炎说，下一步，他的企业可以与半古
月村在茶叶品牌包装、茶树更新、茶叶加工等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共
同富裕。

作为山海协作“伙伴”，杜海军也向周永庆提出
了初步设想：谢家路村在半古月村打造种植、养护、
采摘、制作、包装、销售全产业链的同时，加大优质
茶叶的种植面积，不断提高当地茶产业的附加值及亩
均产出。

一片高山“银猴”

铺通共富路
“随着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理念创新、产业创

新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作为村庄的一
分子，半古月村村民党员李伟龙对谢家路村的“小板
凳”工作法向往已久，在他看来，两个村庄之间，同样
需要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上，进行深度的交流与合作。

诚如李伟龙所言，早些年，谢家路村利用“小板
凳”工作法搭建起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党员干
部深入农户家，与群众同坐一条小板凳，面对面听民
声、问民情、议民事、解民忧。“小板凳”工作法得
到中组部、浙江省委的肯定，并在全市推广。

近些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上疫情
管控需要，谢家路村开始积极探索智慧治村的新模
式，推出党建引领的“小板凳”工作法 2.0 版——

“智慧板凳”。
以今年搭建的“红锋泗门”智慧党建平台为例，

针对高频民生事项，谢家路村搭建了党员联系服务群
众的“指尖驿站”，鼓励群众通过手机及时上传图
片、音频、文字等，一键报忧喜、谈看法、提意见，
党员干部则可一键反馈解难题。

道路旁边停着“僵尸车”，影响村容村貌与交通
出行，上午发现问题，中午立马解决；河道水质不达
标，村干部督办查清源头，精准施策⋯⋯一系列的小
问题在一次次的指尖点击中得以解决。

“尽管我们的数字化基础薄弱，但谢家路村的‘小板
凳’工作法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完全可以从1.0版入
手，逐步加大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力。”周永庆说，待数字
化基础完善后，半古月村也将逐步向“小板凳”工作法
2.0版迈进，甚至因地制宜，创新推出3.0版。周永庆认
为，通过谢家路村和半古月村的携手共进，两地将迸发
出更多新的火花，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加速迈进。

一条小板凳

托起共治梦

谢家路村航拍图谢家路村航拍图。。

冬日暖阳下，松阳的绿色茶园覆上
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午后，位于赤寿乡
半古月村的生态茶园里，周祚丰正带着
几名茶农劳作。

“你们城里人都以为，入冬后，茶
园就进入农闲了。其实这时候，恰恰是
茶园管护的关键时期。”周祚丰是村里
的种茶大户，经营着 40 亩茶园。和茶园
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成了土生土长的

“茶博士”。
原来，经过一年多批次采摘，茶树

体内的有效养分消耗殆尽，加上气候寒
冷，冬季是茶树一年当中最脆弱、最需
要呵护的阶段。“现在加快树体恢复与
树势培壮，确保来年春茶增加产量、提
高品质。”周祚丰头头是道。

松阳生态优越、资源丰富，茶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明 清 时 期 的 “ 横 山 茶 ”

“万寿茶”“下街茶”，弥香远近，半古
月村更是浙江名茶——“松阳银猴”的
发源地。

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该村的

主要产业为稻谷种植，茶树只零星
种植于山上，产量不高、效益也
低。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松阳县
将茶产业打造成为富民支柱产业，
大力推广茶树种植。现年 60 岁的周
祚丰便是其中一个“吃螃蟹”者。

“起初家里的 5 亩地用来种茶，
后来开始承包责任田，慢慢地规模
做大了。”周祚丰说，大伙看到种茶确
实能挣钱，也把水稻、柑橘这些改成了
茶叶。在种茶大户的带动下，村里 90%
以上的山地变成了茶园。

田间、山边，连绵起伏的茶海带给
半古月村的不仅是流连指尖、唇边的茶
香氤氲，还在于“绿水青山”背后看得
见摸得着的稳定增收。据测算，在疫情
发生之前，该村一亩茶园的平均收益可
以达到 1.1 万元。

“但疫情发生以来，尤其是今年，因
为生产和流通成本增加，茶园的效益有
所下降。”周祚丰坦言，这让他对茶园的
下一步发展有了新的计划，比如结合自

己多年的茶园养护经验，继续引进特色
珍稀品种，进行茶种改良，培育品牌，
走高端茶、高附加值的路径。“下一步，
我准备引进名种‘金镶玉’，先小范围试
点，逐步形成本土优势。”周祚丰说。

立足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周
祚丰的“新算盘”里，藏着半古月村的

“共富梦”。

周祚丰：老茶人打起新算盘

初冬的风打在脸上略疼。
“多谢魏总啊，今年的收购价从去

年的每公斤 8 毛涨到了 1.5 元⋯⋯”又到
了包心芥收割的季节，在谢家路村田
头，菜农刘兰香与魏其炎交谈甚欢。这
些年，得益于魏其炎的蔬菜精制厂，刘
兰香每亩地毛利润有 2000 多元。

魏其炎的厂全名为余姚市第五蔬菜
精制厂，榨菜加工是其主营业务之一。

1983 年，看到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
的榨菜鲜头每公斤 4 分钱也没人要，24
岁的魏其炎从工厂出来“捯饬”榨菜。
当 时 的 姚 北 地 区 榨 菜 种 植 面 积 约 2 万
亩，亩产值不到 500 元。魏其炎开始加
工坛装榨菜后，第一年向菜农收购了 6
万多公斤鲜头，每公斤收购价为 4 分 8
厘，菜农很高兴。

为了打开销路，魏其炎一个人前往
山西、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以
请人代销的方式销售榨菜。货款被拖欠
的事经常发生，但农民的收购款必须结
清，常常出现亏损现象。

“最辛苦的一次是到山西榆次，5 车
皮榨菜发到后，代销单位的经理却出差

去了，别人不认账。那个冬天冷得
要命，我在榆次火车站用稻草当垫
被、草包当棉被，刚要睡着又被冻
醒，就这样一连等了 7 天。榆次蔬
菜公司的经理就这样被我感动了，
后来成了稳定客户。直到 1985 年，
我才赚了 6000 元钱。”说起当年的
创业史，魏其炎感慨万千。

就在那一年，当时的夹塘乡五
大队 （黄墩潭村） 村办菜厂因为连年
亏损，村干部找到魏其炎，希望他承
包下来。就这样，魏其炎创办了余姚
第五菜类制品厂，后更名为余姚市第
五蔬菜精制厂。当时，泗门湖北乡老
好吃菜厂已开始生产余姚第一代小包
装榨菜，在上海一带销路很好。魏其
炎果断向他们学习，投资 60 多万元引
进 了 当 时 先 进 的 小 包 装 榨 菜 生 产 线 ，
并从当地农民中招了 30 多名工人，培
训后成为骨干。

此后，魏其炎累计投入技改资金
1000 余万元，向精制榨菜产品进军。同
时，他注册了“黄潭”商标，产品由单
一的榨菜向包心芥、酸菜等延伸，“黄

潭”也成为宁波市名牌。现在，余姚市
第五蔬菜精制厂年加工能力已有 1300 多
吨，采用订单形式向农民收购榨菜鲜
头，涉及泗门、临山、小曹娥等 4 个乡
镇的 2000 多户农户。

为了带动农民致富，魏其炎牵头成
立了余姚黄潭蔬菜产销合作社，榨菜、
包心芥种植面积 3000 多亩，亩产值 5000
余元，每户农户每亩年收入 8000 多元。

魏其炎：小榨菜谱出共富曲

谢家路村是经济富裕的全国文明村，
半古月村是盛产茶叶的丽水山村，两村因
山海协作成为结对村。谢家路村在党建引
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优势明
显，必须发挥先富地区的经验优势，推
动欠发达地区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

1、提升致富带富的“组织力”。办好
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
基层党组织。谢家路村推行前哨支部建
设，激活基层“细胞”，强化最小“单
元”，释放大能量。半古月村要借鉴前哨支

部的做法，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提升共同富裕的“组织力”。

2、凸显产业发展的“新优势”。要
立足地区实际，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推
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半古月村
要用好茶叶这一特色资源，充分发挥

“银猴”茶叶的新优势，与谢家路村在
品牌包装、茶树更新、茶叶加工等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拉长产业链，通过产业
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
打下坚实基础。

3、探寻乡村治理的“一家亲”。基
层治理既要党委领导，也要公众参与。
谢家路村推出党建引领的“小板凳”工
作法 2.0 版，搭建“红锋泗门”智慧党
建平台，围绕高频民生事项，搭建党员
联系服务群众的“指尖驿站”。半古月
村应根据本地实际需求，以“小板凳”
工作法为基础，推进数字化智治模式，
让民众安居乐业。

（宁波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所长、
教授 钟春洋）

以先富村优势推动后富村跨越式发展

半古月村的半古月村的村集体收入大多来自茶叶种植村集体收入大多来自茶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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