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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里的达塘村
一

早上6点，达塘村沐浴在明媚的晨曦
之中。

我们在达塘村采访，特意起了个大
早，在观光平台俯瞰整座桃阴山。彼时，
桃花连成一片，粉红色的花蕾挂满枝头，
如绵绵铺展的红色云霞。

“早上好！”达塘村党支部书记陈重良
如约出现在桃花林。在上山的路上，他微
笑着同劳作的村民打招呼。

村民也报之以热情的问候：“早上
好！”

这样的问候在达塘村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村民见到陈重良，都会和他唠上几
句，小到家长里短，大到时事新闻。达塘
村这些年的变化，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达塘，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的一个
偏远小村。这些年来，很多村庄发展快变
化大，但达塘村的发展一度不尽如人意。

转折发生在2017年。乡党委通过调
查了解，决定动员在外打拼的陈重良回村
当个带头人。

陈重良太熟悉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子
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镌刻

在他的脑海深处。每次回村，他都会登上
桃阴山那片荒山岗俯瞰全村，脚下是荒草
萋萋一片，远处也是萋萋荒草一片。陈重
良早就在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乡党委找到
他，他当即决定回村干一番事业，他不信
达塘村不能改变面貌。

陈重良把城里的建材生意委托给家
人，自己则把精力都放在村里。他习惯早
起，每天一大早就会准时出现在村办公室
里。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不是走访农户，
就是到田间地头了解情况。

陈重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召开第
一次党员大会，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会场
里稀稀拉拉，五十多名党员才来了不到一
半。

陈重良心里沉重起来。他在思索，党
员应该有怎样的形象，基层党组织怎样才
能真正成为战斗堡垒？党组织必须强起
来，党员要发挥应有作用。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意味着机
会，意味着主动，意味着追求。达塘村应
该有自己的精气神。陈重良概括提炼出
了三个字“早上好”——“早”的状态，就是
争先；“上”的劲头，就是赶超；“好”的追
求，就是事事好、人人好、家家好。

从这天开始，陈重良逢人就说“早上

好”。
一开始，村里人不理解，陈重良就向

群众宣传“早上好”是一种问候，更是一种
状态，一种精气神。渐渐地，村民开始接
受，都笑着回应“早上好”。

这样，“早上好”在达塘村叫开了。
换届后，陈重良带领村两委班子天天

清晨6点就全员驻村服务，让村民们见识

了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的作风。
在陈重良的带动下，村两委班子干事

热情高涨，“争早”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村里每月都会召开党小组会，实行党员联
户机制，拉近干群关系。村民们对村干部
越来越信任，“早上好”的问候成为达塘村
崭新的精神面貌。

二

上任后，陈重良又一次来到桃阴山。
眼前的桃阴山还是乱石嶙峋、杂草丛

生，但他已经在脑海里描画出了一幅美好
图景。

陈重良把桃阴山三百多亩地承包了
下来。村民们不知道陈重良要做什么，抱
着看热闹的心态旁观。

陈重良决心让这片荒山变成“花果
山”。那时候，村里没有资金可以投入开
发，陈重良说：“等靠要，永远只能原地踏
步。早干早得利，先干起来再说。”

他安排挖掘机上山修路，不到半个月
时间，一条三米宽的机耕路就修成了。接
着又平整土地，栽了五千多棵桃树。修路
的十六万元，是陈重良垫付的。有关部门
根据政策，补助他五万元。可陈重良二话
不说，把这笔钱打到了村里的账上。

第二年春天，桃阴山的桃林开始绽放

花蕊，一簇簇，一片片，鲜艳明媚，蔚为壮
观。桃园里还建了观光平台和凉亭，供游
人休憩。陈重良把这片桃林命名为石林
桃园，并举办了第一届桃花节。昔日沉寂
的达塘开始人来车往，观光客纷至沓来。
从2018年到现在，达塘村已经连续举办
了六届桃花节。

2021年，正当桃园果子成熟，眼看有
收成了，陈重良决定把三百多亩桃园无偿
捐赠给村集体。村民这才明白了陈重良
当初的良苦用心。他开发荒山种植桃林，
是为了日后发展村里的旅游事业，壮大村
集体经济。

从这以后，3月桃花艳，引来了无数
游人；6月果子熟，村里增加了集体收
入。这个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
卡点，越发热闹起来。

从桃阴山上下来，我们看见路边有十
多位村民在田间劳作。他们在茭白田里
翻耕泥土，清理茭白枯萎的残渣，准备栽

下青苗。
这片茭白田，五年前也曾是一块荒草

地。陈重良看着这片荒地，心里想，达塘
村四面环山，有溪流有池塘，很适合种植
茭白，就想着把这荒地利用起来。

陈重良把在外拼搏多年的黄林聘请
回村。他知道黄林脑子活，肯下功夫琢
磨，就想让他帮助村里整理这片荒地。

黄林当过代课老师，做过土索面，早
些年在温州发展，打过工，办过厂，年纪大
了就想着回老家安度晚年。他没想到自
己虽然年纪大了，还能回报乡梓，为村里
做事，精神就振作起来，很快进入了角色。

在陈重良的主导下，村里成立了茭白
种植合作社，黄林负责生产管理。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钻研，黄林成了种
茭白的专家，村里不用再花钱请外面的技
术员。前年，合作社收获一百多吨茭白，
销售收入达到八十多万元。

达塘产的茭白白白胖胖，剥了壳露出

粉红色，尝一尝，味道甜甜的。这些茭白
运往衢州、嘉兴、宁波、舟山等地，一时供
不应求。

黄林又自告奋勇，请缨再种一片高
粱，并建议用高粱制作农家酿。

陈重良一听，来了精神，对黄林说：
“你就放心大胆干吧！”

黄林的建议被采纳，心里畅快无比，
他几年来的付出终于结出了丰收之果。

于是，达塘村又多了一片黄灿灿的高
粱地。第二年，达塘村自家酿的“高粱烧”
端上了民宿的餐桌，陈重良给它取名为

“早上好酒”。
“一根茭白”撬动“一个市场”，达塘村

紧接着成立贸易公司，开发蜂蜜、山茶油、
遮阳帽等“早上好”系列产品，让“早上好”
品牌转化成达塘村的财富。

编者按：6月14日，人民日报副刊20版面逐梦·走进美丽乡村专栏发表了文章《晨曦里的达塘村》，大篇幅报道了常山达塘村通过“早上好”精神引

领，聚人心、强治理、兴产业，探索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新路径。现将该文章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图①为达塘村风光。王建华摄

图②为达塘村申山乡宿。黄戊珍摄

三

有了“早上好”这股精气神，达塘村这
片昔日贫瘠的土地开始丰腴起来。

陈重良把每月15日定为村民说事
会，鼓励村民将心中的疑问和意见建议带
到会上说。陈重良希望通过村民说事会，
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想法都汇总起来，一
一办好。

达塘村四面环山，要出村就得绕行三
公里的弯弯山道。根据群众的意见，陈重
良带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很快把一条进山
的路打通了。紧接着，拆除村里的违建，
又趁热打铁，启动旱厕拆除、庭院整治与

外立面整修工程，村里的人居环境得到很
大改善。

那段时间，陈重良常常忙到半夜。但
他不管忙到夜里几点钟，第二天一大早又
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村里。

陈重良和村两委班子的一套“组合
拳”下来，达塘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被评为
浙江省AAA级景区村庄。

根据上级要求，闲置多年的申山水泥
厂要限时关闭。

为关闭这个水泥厂，陈重良三次上门
与水泥厂经营者商谈，都吃了闭门羹。两
个人针尖对麦芒，谈不到一块去。

最后，对方向他摊牌：“要关闭水泥

厂，除非你有本事把厂子买走！”
“多少钱？”陈重良问道。
“一百八十万！少一分都不卖！”
“好！成交！”
陈重良二话不说，第二天就把合同签

了。
这废弃的厂房买回来做什么？人们

对陈重良的举动很不解。
原来，陈重良是要将这里打造成民

宿。这个闲置的水泥厂坐落在山岙里，距
离村里两三里，很适合发展民宿。

陈重良请来专业的建筑设计团队，把
水泥厂改建成民宿，走的是工业风路线，
起名为“申山乡宿”。

原先破败的旧厂房蜕变为民宿，被群
山环抱着，别有一番风味。风格独特的民
宿吸引附近城镇的居民纷纷前来住宿休
闲，达塘村的人气更旺了。民宿的运营还
为村民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

没过一年，这里的土地升值了，有人
出高价要买这块地，可陈重良丝毫不动
心。废弃水泥厂占地四十多亩，改建民宿
用了三十多亩。陈重良做了一个让人难
以置信的决定，把剩下的十余亩闲置老厂
房无偿送给村里搞建设，做一个地标性项
目。

四

达塘村的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
河，村还是那个村，但山披上了绿装，河流
荡漾着清波，村庄也更靓了。

2019年，达塘村党支部被评为衢州
市“党建治理大花园先锋战队”，获得一百
万元奖金。

这笔奖金该怎么用？大家的意见各

不相同：有的提出造办公楼，改善办公条
件；有的提出给困难群众分点钱，改善一
下他们的生活……

陈重良跟大家分析，钱投入基建项
目，虽能立竿见影地改变村容村貌，但属
于“一锤子买卖”，而如果作为启动资金投
资产业，就有了源头活水，能为实现乡村
振兴打好基础。经过一番讨论，村两委达
成投资产业的共识。

达塘村还成立了“早上好”共同富裕

促进会，发动党员干部捐服务、乡贤能人
捐资金、妇女捐劳力、年轻大学生捐文化，
在“一老一小”帮扶、青年人才创业等方面
给予支持。

一句简单的“早上好”，提振干事激
情，鼓励争先奋斗。

达塘村的发展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
的关注，吸引了许多外地村干部前来学习
考察。2020年，“早上好”支部书记研学
基地在达塘村成立。

每天，太阳从东边的桃阴山上升起，
小山村就开始热闹起来。达塘的“早上
好”支部书记研学基地，几乎天天都迎来
参观学习的队伍。达塘的村干部个个都
能上台讲课，陈重良更是成为“金牌讲
师”，他激情澎湃的“治村经”很受基层干
部欢迎。

“早上好”，正走向更多村庄。
早上好，达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