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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村位于余姚市四明山镇四明山
腹地，生态环境良好，植被丰富，全村除2
户人家以外其余均姓卢。整个村庄在群
山掩映中，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放眼望
去，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地正处于产
业转型时期，北溪村曾经以毛竹为主要经
济产业，村民通过编织、造纸、直接售卖等
方式产生直接收入。在二十世纪初，最重
要的致富产业是花木业，如今村里正转向
发展旅游业。由于近年受外部经济的影
响，村中以中年人为主要劳动力，为吸引
更多青年人留守或返乡，村里也正在加速
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

我们走访参观的重头戏是宁波甬旅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与北溪村景村融
合发展旅游产业。场地中建设了高空自
行车、高空栈道以及正在修建且初见模型
的月亮湾。负责人说，此地刚刚结束“奔
跑吧·少年”的录制，让北溪村被更多的人
知道。北溪村的高山农业比较发达，但现
在文旅产业比较落后，公司开发多个地标
性游玩设施，已经在8月份投入使用。同
时还有一个漂流项目和全玻璃的咖啡厅
项目，最令大家感到惊喜及期待是藏在山
里的精奢酒店帐篷，装配了空调和独立的
洗浴间。游客们可以直接在帐篷里露营，
在春天可以看到溪道两岸红枫樱花群芳
争艳的景象，在夏天能领略到秀木幽篁摇
曳清风的诗情画意，让游客更好的体验北
溪风情。

其次我们对一些村民进行了详细采
访，我们了解到：北溪村经济发展与产业
转型中所遇到的一些阻碍：近年来，农产

以德治促善治，以德治育文明。基层
治理，德治不能少。在鄞州区云龙镇陈黄
村驻村的几天，随处可见的村规民约、宣
传标语，无一不透露着这个乡村的文明之
风。

来到陈黄村的第一天，我们就被一条
幸福长廊“圈粉”。走在长廊上，长廊两侧
横梁上面都悬挂着一些陈黄村举措，包括

“乡村德治20条”“双面清单”，以及村民
引以为傲的“五小工作法”等。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陈黄村以德治
促自治，充分发挥“幸福长廊”作用，每一
个陈黄村村委，都会在桥头“听村民说
事”，帮助村民解决问题，做到“矛盾不出
村”，而这件事情已坚持了10年。长廊是
村民们饭后散步唠家常的好地方，因此，
幸福长廊也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说事长
廊”。陈黄村党委书记叶剑飞告诉我们，
为了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会一直
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处理完，感觉就是电视
上的“老娘舅”一样。确实，笑容不能作
假，在村子里的几天，几乎每个陈黄人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让我们切实感
受到他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和长廊里的村民聊天，我们得知村里
给老年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还能够送
餐上门。据了解，陈黄村居家养老服务中

这次，我们调研的是鼎鼎有名的“网
红”艺术村——宁海县大佳何镇葛家村，给
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艺术背后的人。

走进村里德土公公的“贝壳小屋”、仙
绒姐的“仙绒美术馆”，展示的艺术品都是
他们和家人的创意、创作，而且多是废物
利用，每一件都很有趣、很有创意，我们甚
至能“脑补”出他们在创作艺术品时专注、
投入的模样。

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些艺术馆日
常都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间艺术馆的

“馆长”每天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拾掇场
地，给慕名而来的游客当讲解员……他们
没有斤斤计较得失，无论是言语间，还是
神态上，俨然把自己当作“乡间艺术家”，
很自豪，也很有责任感。

过去在供销社工作的葛云高爷爷，在
我们结束访谈后两天，还特地找到我们，
让我们看他写的关于葛家村的文章。他
说，希望我们能好好了解一下葛家村。说
话的语气，就好像葛家村是他家一样。这
跟过去村民只会管好自己眼前“一亩三分
地”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这里的村民普
遍关注整个村子的发展，很有参与感，也
很有获得感，这可能就是“艺术振兴乡村”
的价值所在。

在和村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还强
烈感受到他们对外来人员的接受度、包容
度很高，不仅热情接待我们，而且还很乐
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就像有句广告

心，会给独居老人提供一日三餐，还有志愿者
们会定期上门探访，为老人解闷，送去温暖。

村里的文化礼堂，也获评省五星级。这
座礼堂建筑面积达1763平方米，室外配备了
灯光塑胶篮球场和8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室内则由喜宴厅、居家养老、德馨图书馆、陈
黄讲堂、志愿者活动室、春泥活动室、妇女之
家、党员说事厅、乒乓俱乐部、健身房等多功
能室组成，可谓是“应有尽有，色香俱全”。

让这座礼堂持续保持活力的，还有一个
“镇馆之宝”——喜事堂。在这里，上有空调
下有地暖，可以同时容纳30桌酒席。村民
说：“这个喜事堂很畅销，现在订单已经排到
了明年10月。”喜事堂的火爆，不仅印证着文

词说的“根本停不下来”。
不过，在葛家村的调研走访中，我们

也明显感受到，这个村子在完成“艺术赋
能”，转而向“产业赋能”升级的过程中，正
在遭遇新的难题：

比如2022年，葛家村力的“桂语零号
乐园”开园，吸引大批游客；以此为契机，
村里的村民们也纷纷投身“庭院经济”，比
如在家门口开小吃店或者售土特产等，一
度搞得红红火火。

而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乐园正处于
停业升级中，这也直接导致村民们的“庭
院经济”也多陷入半停业状态。好在大部
分村民的经营场地都是自家的院子，成本
较低，因此没有给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但
对那些外来创业者而言，店铺的租金、减
少的客流，内心还是忐忑的。

我们也在思考，葛家村目前的
“产业赋能”应该还处于萌芽阶段，
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怎么做到
新业态“引得进、留得住”；如
何吸引源源不断地客流；比如

我们这次调研的是象山县高塘岛的
“红美人”种植基地——三五村。原本我
们是奔着“挖掘”三五村高速发展的秘诀
去的，但在走村入户的过程中，我们注意
到一个细节：三五村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
精细化。

听村干部说，原来三五村的环境特别
差，房前屋后摆满各式各样的杂物，在高塘
的18个村子中，环境卫生排名倒数。从
2017年开始，在村干部和村里党员、村民
代表的带头下，狠抓垃圾分类，坚持至今已
有6年，村里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还获得浙江省垃圾分类示范村的称号。

干净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景观河道，
还有漂亮的健康主题公园……如今走在
三五村里，我们感觉像走在景区里一样。

带着好奇心，我们走访了村干部和村
民，想要揭秘这个海岛村庄是怎么做到
的？

首先，方法很“简单粗暴”，村里的垃
圾主要分为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但
村干部当初在教村民时提到的说法则是

“猪吃的”和“猪不吃的”，哪怕是不识字的
老人，也是一听就懂。

其次，村干部们很用心。刚开始，村
民们还不习惯，经常发生
垃圾不分类的情况，

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市场需
求向多样化、高品质方向转变。
政府虽然积极帮助和引导农民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村子
中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大部分青
壮年都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一
些老人，并不具备产业转型升级
的能力与精力。同时村民的养
老、社保以及收入方面仍存在较
大问题。村中参与社保的村民
比较少，基本上都是靠农村养老
为主。随着调研的深入，大家对
村子中人或事的情感也在增加，
于是提出为村子里的老人拍照
并留下纪念。拍摄过程中，我们
感受到了90多岁老党员对国家
的热爱，80岁阿公阿婆相濡以沫
的情感，以及每位村民对村庄的
那份乡土眷恋。

为期一周的调研，我们在村
民的言语中，听到了北溪村的巨
大变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
型等，确确实实为村民的生活带
来了便利；同时我们也在村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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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不仅从自家做起，还挨家挨户上门督导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发现村民有做得不到位的，就一遍一
边不厌其烦地纠正，慢慢的，村民们就有了“肌肉记
忆”。

第三，借助“黑科技”手段。我们在走访中了解
到，村民家的厨余垃圾桶都装了芯片，绑定每家每户
的基本信息。保洁人员回收垃圾一扫，后台就会显
示分类准不准确。发现不准确的，就可以直接上门
指导纠正。

而我们觉得，村民之所以愿意坚持做好垃圾分
类，还是因为亲眼看到垃圾分类给村庄环境带来得
巨大变化，水更清，空气更清新，走在路上也更舒心，
也就更愿意花心思去维护好来之不易的好环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是我
们这次走访调研最大的收获。乡风文明，本是很抽
象的概念，当它停留在纸面上，总是很难打动人，只
有当它真正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变成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东西，才能真正走进人们心里，变成
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也才会有“百姓与环境共美
山水与经济共富”的动人画面。

驻村学生 夏怡 记者 石承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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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里，看到了北溪村面临的困难现状，深刻了解到乡村振兴
遭遇的瓶颈——如何吸引青年人才。

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也需
要社会各界的助力。需要各地因地制宜，需要年轻人的力量，
找到一条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我坚信：一个“山上有林、林中有
村、村中有景”的新山村一定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驻村学生 李凯然 记者 薛曹盛 整理

如何设立边界，避免村子的过度商业化……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目前葛家村采取的是

“4+X”陪伴式创业模式，即一个家庭“搭配”一
名设计师、一名青年创业导师、一名运营官、一
名村民，这种做法在其他村子还是比较少见
的。我们也觉得这种做法就像在葛家村的土
里埋下一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文化引起村民思维方式的转变，增强他们
的信心，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愿意将个人与
村庄紧密联系到一起，带着主人翁意识参与村
庄的改造，而这可能是一个村子持续发展的最
强大的动力。

驻村学生 陈欣怡

化礼堂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精神家园，而且
展现了陈黄村德治建设所取得的成效。

除此之外，陈黄村文化活动阵地也越
来越多，先后组建了龙舟队、拔河队、舞蹈
队、腰鼓队等，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力量也
不断加强。在村民自发组建下，形成了一
支支志愿服务团队，定期开展相应志愿服
务活动。

在陈黄村，干群一心，齐齐发力，同频
共振。一幅党建引领、高效善治、产业共
富、田园乐居的生动图景，赫然铺展开来，
用德治赋能，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歌，
想必这就是“陈黄精神”的奥秘所在。

驻村学生 王艺臻

葛家村处处透着艺术气息。

陈黄村龙舟队、拔河队的队伍介绍。

调研队员在村里走访。

调研队员在北溪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