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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的走马
塘村是千年古村，有“中国进士
第一村”的美誉。

走马塘村文化礼堂早在
2013年建成开馆，是鄞州区首
批文化礼堂建设村。这几年，借
助文化礼堂资源，村里还建起了
舞蹈队、旗袍队等9支群众文化
团队。在宁波市首届村歌大赛
中，《又见走马塘》获评宁波市十
佳村歌。这次，走马塘的舞蹈队
出手了，最近她们正在抓紧排练
村舞《茶山情歌》。

16名队员中，今年36岁的
黄敏是唯一的新宁波人。她老
家在贵州，2002年随亲戚来宁
波打工，那年她只有18岁。从
懵懂少女到结婚生子，她把最
美好的18年都留在了宁波。

来到走马塘，就不想走了。
黄敏说，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
了，家门口就有一片荷花池。夏

天的傍晚，村民都会摇着蒲扇在
广场聊天。每年夏天，是荷花开
得最盛的时候，用手机随便拍一
张就是大片，朋友圈里一片羡慕
嫉妒恨。“他们都羡慕我，住在这
么美的地方。”

3年前，她加入村里的舞蹈
队，从一个“门外汉”开始练习，
现在她已经跟着舞蹈队上过很
多大舞台，舞蹈动作越来越专
业了。

她在五金加工厂上班，平
日里工作比较忙，加班是常有
的事。每次舞蹈排练，她都会
提前请假。“以前我完全不会跳
舞，更不好意思跳。跟着舞蹈
队跳了3年，现在整个人自信
多了，热门舞种多少都会跳一
些，有时候还会跟着抖音自学
舞蹈，完全上瘾了。”黄敏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牟佳佳 王可欣

2006年起，外漕村实行村级事务
公开，将村里的事务分成重大事务、重
要事务和一般事务三大类。“重大事务
的决策运行由村民代表表决并监督，
重要事务的运行要向村民通报，一般
事务则由分管村干部直接执行。”村务
监督委员会主任张国芬说。

正是外漕村对于村务公开的坚
持，为乡风文明建设打下基础。这些
年，外漕村结合本村实际，制定了村级
37条小微权力清单及流程并发放到
户，主动接受村民群众对村级权力运
行的监督。同时，外漕村还将与村民

密切相关的各类行政事项进行收集整
理，制作成办事流程和办事指南，方便
村民“按图索骥”。率先推行村民代表
联户制度，实行代表联户“说事”、顾问
团定期“说事”，外漕村成为江北区第
一批“村民说事”示范村。发挥德治礼
序、村规民约的教化作用，将尊老爱
幼、乡风文明、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
写入村规民约，并与集体收益分配相
挂钩，实行奖优罚劣，推进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的春风吹到了外漕村的角角
落落。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罗秋玲 吴天云

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

曾被戏称“老鸭生蛋村”
如今迈向幸福小康路

“没有想到村里环境变得这么好，生活水
平也提升得这么快，我们这一代人算是赶上
好年头了。”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村民老
李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积极推进变革，摘下贫困帽子
“上世纪末，我们村周围全是农

田，交通也没现在方便，村级固定资产
不足2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仅靠
一个养鸭场，被戏称为‘老鸭生蛋
村’。”外漕村党支部书记李根华说。

2006年，外漕村开始实施股份合
作制改革，想方设法盘活村里的有限
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农民
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随着城区开发建设，北外环和
梅竹路通车，外漕村地域优势渐渐
凸显，便于承接城市化进程中外迁
的城市小微企业。因此，村里想方
设法筹集资金，建设村级物业，发展
集体经济。目前已建造村级物业
3.2 万平方米，引进工业企业20家，

初步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约 70 亩
的村级工业小区，为村集体经济每
年增收 380 多万元，还帮助村民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此外，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将
盘活集体资源、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改
革的突破点，帮助农户将低价出租的
862亩土地经营权全部收回。收回的
土地统一流转后，每年为村集体经济
增加80多万元收入，入股农户最高每
年可增加土地股份分红收入2200多
元。

如今，村固定资产由上世纪末的
20万元增至2780多万元，年可用资
金由8万元增至500多万元。

引进农旅项目，提升村容村貌
在收回土地统一流转后，这个小小

的村子里，有两个农旅融合项目先后落
地。2017年，外漕村小徐江岸自然村
完成整村搬迁工作，整村租赁给达人旅
业，参与引进“达人村”农旅项目。
2019年，外漕村启动楼下陈自然村整
村拆违搬迁工作，引进“巴蜀文化村”农
旅项目。“巴蜀文化村”项目引入后，给
村集体经济增加了20多万元收入。

外漕村还在农村环境整治上下功
夫。2017年起，外漕村配足配齐保洁
服务队、绿化养护队，清理房前屋后乱
堆放杂物、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对3条
小河塘进行全面整治，提升水环境；
2018年投入约65万元，分别对薛家、
楼下陈自然村两座公共厕所进行改建
升级；2019年继续整合全村现有公
厕，全面提升公共环境。

乡风文明春风，吹进每个角落

农村文化礼堂跳起广场舞
从“门外汉”到专业范儿，一支舞连跳两个月

“载歌载舞奔小康”宁波市农村文化礼堂第二届“最
美村歌”云展演 9 月 28 日刚刚落幕，10 月 27 日，宁波市
农村文化礼堂首届“最美村舞”云展演就将登场。目前
已有 19 支村舞进入最后的云展演环节。今天开始，本报
将陆续为大家讲述这些村舞背后的故事。

《梁祝》跳出乡村“蝶变”
10月14日晚，在海曙区洞

桥镇前王村文化礼堂舞蹈室，
一群村民正拿着扇子翩翩起
舞，她们正在跳村舞《梁祝》。
这段舞蹈，她们已经排练了两
个多月。她们当中，很多人是
第一次接触舞蹈，两个月的集
中培训，现在举手投足已经挺
有范儿了。

前王村的这支舞蹈队有
16名成员，由前王村妇女主任
周露琼和村文书全静娜带头
组建，她们都是文艺爱好者。
听说市里要举办首届村舞大
赛，村民的积极性可高了，从7
月下旬就开始张罗了。大多
数队员都是“门外汉”，她们特
意邀请专业老师，手把手教大

家跳舞。
“我们16名队员都上了，

这是针对这次村舞比赛特意
编排的舞蹈，背景音乐用的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动作
柔美，但又不失英姿飒爽。”前
王村妇女主任周露琼说，她们
选择这个背景音乐，其实有另
一层寓意。这几年，前王村的
变化很大，从脏乱差的村庄蜕
变成现在的美丽庭院示范
村。这些变化，村民都看在眼
里，这支村舞就是想体现村庄
的“蝶变”，跳出阿拉村民的幸
福感。

这支舞蹈队的平均年龄并
不大，有年过五旬的，也有30
岁出头的。

新宁波人爱上跳村舞

美丽的外漕村。 记者 边城雨 摄

前王村村民在表演村舞《梁祝》。 记者 杨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