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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寿昌 邂逅你的诗和远方
千年古镇接力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

走村不漏户
搭建干群“连

心桥”

百年扬帆启航，百年再创辉煌。

寿昌镇党建办主任方丽，一直为来
自“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经验发源
地而骄傲。“十几年来，寿昌镇党员干部
一直满怀初心， 离开案头走进田头，知
百姓事、解百姓忧，作为基层干部，我们
将传承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继
续发扬 ‘走村不漏户、 户户见干部’精
神，用饱满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用新的成果、实效来检验工作是
否走在前、创一流”。

桂花村里桂花树， 桂花树下讲党
史。 退休教师施丽仙编写的党史学习
教育诗歌《桂花村百年巨变》，用诗歌
来歌颂党的干部与人民心连心和党与
时俱进的理念。 村民邵炳奎则结合自
身的入党经历， 给村民讲述了党的历
史重大转折点和发展历程。 当讲到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
苦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

邵炳奎深深动容， 桂花树下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这支“草根宣讲团”，由村党员、少
先队员和文艺骨干组成， 他们自编文
艺作品，用诗朗诵、歌曲、三句半和基
层宣讲等形式， 向慕名而来的同道人
讲述党史和村史。

寿昌镇依托市“暖心红”红色教育
专线打造寿昌镇红色教育线路， 发布
研学红课堂， 提升南浦革命斗争史纪
念馆和基层干部初心教育馆， 挖掘寿
昌革命历史，打响“最美镇政府”口号。

镇政府被纳入杭州电视台“红色宝藏”

路线点位， 串联起桂花艾溪暴动红色
纪念馆-基层干部初心教育馆-最美
镇政府-横钢纪念馆-南浦革命斗争
史纪念馆红色教育路线。

微微民生窗口,万千枝叶情怀。 刚
用过午餐， 城北村村书记诸葛亚平端
着茶杯就往老街坊茶馆走，“今天不能
迟到，我和村民约好在老街坊茶馆，商
量解放北路人居环境精品线路打造的
事情，还要增加路灯，方便村民晚上散
步，保障平安。 ”

老街坊茶馆， 是今年寿昌镇为更
扎实地推进“民呼我为”，将镇里原有
的善孝文化展示基地与茶馆议事厅有

机结合改造而成。在这里，大家既可以
品茶听戏，又打通百姓议事途径，可以
随时反映问题。

如果说老街坊茶馆是民生窗口
的话，那么中山路步行街的红色商铺
就是百姓温暖的家了。这里的志愿者
全年无休服务着集镇的百姓和游客，

在镇政府的指导下，以社会工作站为
载体， 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服务中
去，医院、旅游景点、便民服务中心、

婴幼儿成长驿站等地到处都有志愿
者的身影，成为寿昌镇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法治是弥合社会矛盾的有效方
式，把法治导入矛盾纠纷调解处，着力
完善调处机制， 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
重要环节。 山峰村“148调解工作法”、

西湖社区“1390 一声就灵”、横山社区
“十分辛苦换十分满意”、桂花村“人人
都是调解员”、十八桥村“三治十八法”

等社会综合治
理先进经验在
基层法治建设
中不断涌现，法
治精神渗透到
管理制度和管
理行为中，充分
整合人民调解、

信访、综治等各
类社会资源，打
通矛盾纠纷化
解 “最后一公
里”， 拓宽诉源
治理新路径，实
现 “小事不出
村 ， 大事不出
镇”。

“有呼有为”
让共富大道越

走越宽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

共同富裕， 是民呼我为的郑重承
诺，是干群齐心的共建共享。

“在你们不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之前，这条路你们不能过，童家村你们
也不能进！ ”2016年，童家村村民带着
30 多位村民，堵住了建德红狮水泥厂

的大门。这样的场景，当年在童家村每
月都会发生， 拦路频次最高达一年
200余次。

对于第一次到红狮水泥的场景，寿
昌镇干部徐敏仍历历在目：“只要到童
家村，村民就向我们讨说法，要求我们
解决企业带来的问题。 ”寿昌镇立即组
建了走访队伍，与村干部一起深入农户
家里走访，收集农户的问题和诉求。 在
走访的同时，也提出了“党建引领、产业
互助、人才共享、公益共建、部门联动”

的村企联建方案，通过促成村集体和企
业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2020年，红狮水泥粉磨搬迁、飞灰
项目、一般固废项目有序推进，总投资
20亿元的环保产业园顺利投产， 童家
片村民自有的水泥运输车增至 200 余
辆，直接产生收入 6000余万元，童家片
村民就近就业增至 150余人，直接产生
收入 1200余万元。 由村企共建的文化
礼堂被评为五星级文化礼堂，村企共办
的文艺晚会在文化礼堂频频上演。 2019

年，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刘建选
择回到家乡就业。 “现在村庄发展越来
越好，我想留在家乡，既能陪伴父母，也
能有心仪的工作。 ”刘建介绍，“红狮的
数字工厂项目， 很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在这里我能学习的也很多。 ”

共同富裕， 是春播秋收的喜悦，是
大手拉小手的传帮带。 “采用数字化精
准施肥种植和育苗， 我还是第一次见，

没想到西瓜和番茄可以长在树上！ ”到
寿昌镇山峰村精品农业生态园来参观
学习的种植大户方国生，看到无土立体
栽培，直呼“大开眼界”，他说，“我们村
目前农业仍是小农零散型经济，大家对
于种植水平的提升非常迫切，也想学习
新技术，与时俱进。 ”

建德市寿昌镇“十里寿昌江”共同
富裕示范区覆盖寿昌江沿线山峰村、大
塘边村、 十八桥村等 8 个村近万名农
户，建设以寿昌江生态农文旅经济带为
纽带的江畔“农旅小镇”，打造集数智农
业、航空特色、乡村文旅、康养宜居、文
创古镇于一体的共同富裕县域样板。

数字化也为农旅融合插上腾飞的
翅膀，如今寿昌镇农旅小镇板块雏形初
现，通过招商引资不断完善产业上下游
链条，目前在谈杭州北江未来农批小镇
项目投资高达十亿元，以“互联网+”与
“大数据+”为引领，打造以农业商贸为
主导，以农旅、农养、农创为重点的农旅
特色小镇。

共同富裕， 是抛荒田里的自留地，

是砂石缝里的小香薯。“大家动动手指，

直播间左上角请点一波关注，感谢大家
支持。 ”“网红小香薯香甜粉糯，天然弱
碱性， 浙江省农科院唯一合作品牌，天
然无公害，咱家都是回头客。”建德市寿
昌镇周村的一个直播间里， 年近 60的
“新晋网红” 周村党总支书记胡小林正
在直播带货，仅 3天时间近万斤小香薯
销售一空，营业额达 16万元。

2020年， 寿昌镇周村邀请各方面
专家到村实地取样检测，决定种植小香
薯，首季销售量达 5000斤，增加村集体
收入 5万元，这是当地近几年来振兴之
路上取得的第一桶金。

今年 6月，村两委结合联网公路降
坡，利用山改田的现有资源，将养殖业
与种植业有机结合， 借助乡贤的资源，

周村与播自由电商集团签约，小香薯也
开启了它的网红之旅，农村电商促进了
乡村原有产业的市场拓展，也给直播市
场带来新的生机。

寿昌镇聚焦“双招双引”，邀请了浙
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计量
学院等 5所院校双向对接、洽谈招商信
息、联盟建立及人才引进工作，实行产
业链招商，优化营商环境，做企业和人
才的“店小二”，构建以“党建互学、资源
互连、人才互通”为着力点，打造“组织
共建、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成果共享”

的工作新格局。

沿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寿昌积聚起
更多的富裕智慧。

回味复兴
千年古镇尽善

尽美

悠悠千年，如果历史会说话，会对
今日的寿昌点个大大的赞。

“天下西湖三十六，寿昌占其一”，

西湖水街，随手一拍就是风景。白日，暖
阳伴随着微风， 洒在青瓦白墙的小楼
上，水街的安逸与闲适，在快门声中留
下；夜晚，南门广场众宾有礼，西湖边的
筝琴婉婉，伴随着灯光与雾气，又是别
有滋味的一番风情。

寿昌大大小小的弄堂很多，经过小
城镇整治、美丽城镇建设、风情小镇打
造的连环招，小巷里的弯弯绕绕，如今
都成了一道美景。 母亲河寿昌江、西湖
水街，经过五水共治、小流域综合整治
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组合拳，缓缓流
淌过山川风月，守护着一方水土，静静
诉说着悠长的岁月。 这，大概就是江南
的味道。

漫步在中山路步行街的石板道上，

体验着古色古香中与世无争的惬意与
自在，走向水街，走向风景，走向归途。

特色舞龙、太极拳、天罡拳、威风锣
鼓……诠释力量美、民俗文化美；剪纸、

面塑、糖画、竹编……道尽匠心韵、非遗
手艺魂。寿昌第一小学特色舞龙队的学
生在操场上时而飞奔、时而翻滚、时而
跳跃，学校 2021年艺术节暨“童心向党
颂百年” 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拉开序
幕，大家奋力舞动着红、黄、蓝、青等彩
色长龙，颇具气势，引得掌声雷动、喝彩
阵阵。 这，大概就是传承的力量。

华灯初上，来一场相约“909”的奇
妙旅行吧。 中山路 909步行街，60多个

摊铺一字排开， 人们络绎不绝地走来，

琳琅的夜市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为了
招揽顾客，店家们纷纷拿出自家的优质
农产品和特色美食“占道吆喝”，引得无
数游客和村居民驻足购买。店家卖力的
吆喝声和市民们的喧闹声“点燃”了千
年古镇的夜，“烟火气”更浓了。

“谁想得到这条空无一人的街巷会
有现在这番情形，不止是外地人乐不思
蜀，本地人也三天两头来这吃夜宵。”本
地商户小芳介绍，“当初村里的党员干
部天天上门做工作劝说我们迁移过来，

我还很担心生意会受影响再三犹豫，现
在每天收入至少四五千，当初搬到这儿
真是个正确的决定。 ”

当初，寿昌镇小城镇整治后，会通
桥以西区块因地理位置偏僻导致店铺
闲置、无人租赁，农户收入严重缩水。镇
党委政府为了让当地村居民更加享受
到便捷和实惠，从百姓出发将原“街边
夜宵”迁移到该区域，联合创建“昌西红
市”，形成全镇“夜间特色经济”，成为了
人来人往的治愈杂货铺。

每年的 9月 9日，都是不见不散的
寿昌 909好吃节。 今年的好吃节上，寿
昌镇首次发布了“寿昌天宫”数字 IP。据
工作人员介绍，“寿昌天宫”是一个虚拟
的概念， 它以寿昌古镇及周边航空小
镇、卧龙胜境、寿昌西湖等文化旅游场
景为要素，结合古镇文化和未来发展愿
景，打造寓意寿昌嘉年华的“天宫”虚拟
数字世界。

目前，通过手机端扫码，可以看见
“天宫·寿昌”的动漫场景，以及寿昌古
镇的一系列介绍。未来，游客登陆后，还
能进行互动游戏，让手机里的动漫寿昌
与现实中的古城一一对映，更为年轻时
尚有趣。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在这平凡的日子里，寿昌
镇干群齐心、一步一个脚印，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和决
心，先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经济运
行保卫战、美丽城镇创建战、村社换届
攻坚战等一系列大战大考， 走出了不
平凡的寿昌味道， 持续推进寿昌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寿昌，在千年古城复兴之路上的华
丽转身，在两山美丽中谋篇、在数智场
景中布局，在服务发展中升级，在项目
投资中优化，在保障民生中提能，在作
风建设中增效，在千年古镇、航空小镇、

温泉小镇、农旅小镇、康养小镇五大小
镇中不负使命，既寿永昌。

■ 方琬哲

“牌坊诗文俏，青石古道旁，李渔风流傲千古，小巷深处闻书

香……”一首《寿昌美》，诵出了千年古镇复兴后的美丽面貌，洋溢着

寿昌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

如果说江南的小镇都有自己的色彩，或明亮，或深沉，那么寿昌

一定是那抹最剔透的翡翠，未经雕琢，却依旧美得浑然天成。 这里绿

水迢迢、青山隐隐，且田园风光就在咫尺之间，农村丰收的景象时时

可见；这里一边是青砖黛瓦的中式院落，一边是简洁优雅的现代建

筑，工业遗存与通航飞机、温泉康养与极限运动、田间老农与高级蓝

领，在不大的区域里和谐相处。

位于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寿昌镇，是浙江省西部千年古镇，省级

中心城镇。 寿昌镇始建于三国时期，三国吴分富春置新昌县，西晋太

康元年(280年)更名寿昌县。寿昌之名始此。一座惬意的小城，活力

的大镇，寿昌，惬意的慢生活从未停下远行的脚步，舒适的生活圈也

不抑制肆意的自我。 处江湖之远，遇见寿昌，见彩云追月时，邂逅诗

和远方的韶华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