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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常山县““早上好早上好””兴村治社讲师风采兴村治社讲师风采
大赛发言摘要大赛发言摘要⑻⑻

西源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地处常山
县北部，村域面积29.7平方公里，距县
城45公里。西源村有三个“最”，即全县
面积最大的村、全县距离县城最远的村、
全县最早建立党支部的村。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村民外流严重，
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乡里综合排名靠
后。西源村通过制定出一座丰碑、两大
基地、三支队伍、致富四宝、文旅五景的
12345发展总纲，将五年计划项目化、责
任化、具体化。

一座丰碑。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
又名“闽浙赣皖土地革命战争浙西纪念
馆”，馆内系统还原浙西一翼乃至闽浙赣
皖边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脉络，高度
弘扬“对党忠诚，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百
折不挠”的麻山精神，并以红色基地为载
体带动西源经济发展。去年，西源革命
纪念馆累计吸引参观游客2万余名，带
动周边文旅产业增收10万元以上。

两大基地。两大基地即研学基地和
康养基地。一是打造农民致富能人实训
研学基地。西源村以乡村振兴讲堂为载
体打造研学培训基地，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办法，定期选送创新意识强、示
范带动能力强的农民出去学习深造，邀

请退休教师、返乡大学生、乡贤、市农科
院专家等来村开展来料加工、扎扫帚、农
技等农村职业技能培训，增强百姓致富
能力。比如，70多岁的段金祥两夫妻在
扎扫帚培训后，利用当地山上红藤资源，
整年制作西源红扫帚 380 余把，获利
7600元。二是打造融合文旅特色的绿
色康养基地。西源村有着得天独厚的生
态资源与人文胜迹，有壮观的“仙人桥”、
神奇的“灵龟洞”、美丽的“观音塘”，通
过高效整合全村民宿资源，结合本地的
人文特色、产业特色、资源特色，充分放
大古民居的资源优势，打造富有“红色情
怀”的西源民宿群，以食、宿、行等为重要
抓手构建完整的文旅闭环，打造人人向
往的康养基地。

三支队伍。三支队伍指的是两委、
党员、乡贤。西源村紧紧围绕建强支部
战斗堡垒，用好人才要素这一核心，开展
一系列措施打造三支本领过硬的为民服
务队伍。一是用好干部考核指挥棒。借
鉴公司考核管理机制，因村制宜建立健
全了村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实行“日签
到、月汇总、季算账”，将工作落实和工
资、奖金发放、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实行

“一周一清单、一日一记录”日记模式，摸

索实施个人PK、小组PK、团队PK“格格
竞赛”激发干部干事激情。二是把好党
员管理风向标。针对党员管理，我们分
别在杭州、宁波、衢州建立流动党小组，
每月召开党小组会议，探索“外联外”联
户制度，安排在外党员联系同区域村民，
目前全村33名联户党员都牵头建立了
联户微信群。三是发挥乡贤示范引领
力。定期召开本村乡贤会议，坚持把乡
贤纳入村庄发展建设当中，组建乡贤志
愿服务队，开展公益性帮扶活动。

致富四宝。致富四宝指的是西源的
红薯干、笋干、茶叶、丝瓜络。西源村以
打造四大共富工坊为抓手做优农特产
品，助力打响“西源红”品牌。2021年，
西源村创新“集体+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从农户手中流转142亩土地，
标准化种植红薯，规范化生产番薯干，成
功打造西源村番薯特色产业基地，每年
能带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收 30 余
万元。2022 年，村里从农户手中流转
123亩闲置土地开展种植丝瓜络项目，
每年带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收60余
万元。茶叶、笋干也是西源的特色，依托

“早上好”支部书记研学基地、郭塘村乡
村振兴讲堂、“早上好”产品组合销售，进

一步创收创增。
文旅五景。文旅五景即麻山兄弟

会、徐坑区委旧址、半源古村落、仙人谷
景区、水口燕窝居5个景点。充分挖掘
本村革命历史文化资源，聚焦已有的红
色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将红色元素
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增强景区的集聚
性，打造集红色研学、产业研学、文旅研
学的红军路和行军路，打响常山红色旅
游招牌，将西源建设成浙西有一定影响
力的红色旅游基地。依托文旅五景，打
造红色游、研学游、传统村落游线路，预
计建成后每年可吸引游客2万余人次。

三年来，西源村实施了省级历史文
化古村落、红色美丽村庄、路灯亮化、水
毁道路修复、农村饮用水提升、农村美丽
通道建设、10条林区道路等项目。常山
县首条“客货邮融合”落地西源村。今年
村里项目多点开花，有近1亿元的项目
资金投入，美丽宜居示范村、芳村溪河道
整治、淳常快速道延伸线、返乡大学生创
客基地、村级党群服务中心、500亩林下
经济、农田肥水一体化、水沟水渠修复、
堰坝包坎等项目正在扎实推进，我们也
将会配合做好政策处理，为项目顺利实
施打下坚实基础。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服役于海军旅
顺基地某部队。2020年，我回村当选“一
肩挑”。很巧的是，芳村镇洁湖村新一届
两委班子共有5名成员，其中3名为退伍
军人，大家都叫我们“战士两委”。经过两
年多的努力，“战士两委”团结一致，始终
把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村庄环境和群众满意度都得到了提升。

一是一根电线杆，拔掉群众“心头
刺”。我们村祠堂边有一段路一直未通
车，原因是有一根电线杆树立在道路中
间，是大家心头的一根“刺”。经常听见有
村民说如果这条路通了，车子能开到家门
口该有多好。所以，参选时我向大家承诺
一定能实现通车的目标，可当时谁也不相
信。上任之后，我们多次到群众家里走
访，发现这根电线杆一直拔不掉是因为道
路两旁的农户间有个长达14年的土地纠
纷未得到解决，谁也不愿意退让一步。于
是，我们分头上门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历时2个月时间，通过多方协调，于

2021年2月11日，终于化解了两家人的
矛盾。从那以后，我发现村民见到我们都
主动打招呼，主动沟通交流变多了，他们
心里明白,我们不再是“走过场”，而是真
心办实事的。

二是一条出行路，架起干群“连心
桥”。村民谢某某常年居住在外，邻居余
某某将自家的围墙建在了谢某某家大门
的位置，挡住了他的日常出行。双方多次
协商无果最终引发冲突，谢某某走上了一
条信访之路。这成为了我村的一件信访
积案，也是摆在两委干部面前一个非常棘
手的问题。最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先后
4次到衢州找谢某某了解事情原由，同时
10余次来到余某某家中做工作，经过一个
月的努力，余某某终于做出让步，将围墙
退后1米，双方得以和解。谢某某再也不
用绕路就能出门了，成功签下了息访承诺
书。2020年，村两委干部接手了9个信访
件，其中包括城东砖瓦厂和豪美矾业失土
保险的集体访。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发扬

钉钉子的精神，一心扑在多个部门对接协
调和村民的地块认领上，经过1个半月没
日没夜地奋战，22名农户成功参保，27名
不符合条件的未参保农户得到有效稳
控。针对其余的信访问题我们也逐一攻
坚，逐一对接，目前均已化解到位。

三是一堵墙，拆出村居“好风气”。村
民谢某某因近几年身体状况不佳，在家门
口建了一堵墙，想以此来改变家中所谓的

“时运”，但也打破了周边邻居原先和谐相
处的状态。甚至发出了种种声音，有的说

“他造我也造”。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
某某家，因为风水墙挡住了他家的采光，
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村两委干部们一同
来到现场，实地了解情况，通过讲事实、摆
道理、明政策，将风水墙高度下降了10公
分，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圆满化解该矛
盾。2021年，在上级部门和镇党委、政府
的帮助下，我们村顺利争取到了400万元
美丽乡村建设资金。但摆在面前的第一
件难事就是政策处理，其中26户农户的庭

院改造提升难度较大，涉及到围墙拆除和
改建。村民江某某家位于村口，他妻子一
直不同意降低围墙高度。村口的工作难
以做通，沿线群众都在相互观望，政策处
理工作一直停滞不前。谢某某家的围墙
拆低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再次来到江某
某家，做通了他家的工作，由此，庭院整治
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进。目前，村庄美丽乡
村项目均已完工，全村道路完成“白改黑”
2.2千米，建成微型停车场1个、公园节点1
个以及完成了主干道沿线农户的庭院整
治。

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在产业发
展的道路上，在共同富裕的征途中，下一
步，“战士两委”将进一步发挥“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战士精
神”，敢为先、敢为争、敢为拼，继续像战士
一样去战斗，不断开创洁湖工作的新局
面，为常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洁湖
力量。

●奋斗一直在路上

●擦亮“山里有山 心中有U”品牌 激活山区村发展新动能

芳村镇洁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美建

新昌乡西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祖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