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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一】
党员干部要多“吃亏”

最近，全市各镇街区都已积极行动

起来，芝英镇也不例外。事实上，全面开

展“三治四化”以来，芝英镇 63 个行政村

的村庄面貌已经发生较大改观。这其

中，党员干部发挥了较大作用。

作为市人大代表，芝英镇上英村党

支部书记应高扬在“两会”开始前一天，

还忙活在农田里做规划，满脚泥泞。“如

果不是为村里，他完全不需要干这些

活。”村民的“心疼”，应高扬都化作了责

任，趁着芝柏公路重建工程的上马，他

希望一条新路可以带动形成一个农业

产业带。

“要想发展，没个好的环境可不行。”

去年 11 月下旬，由上英、古塘里、下柏

石、麻塘头、柳前塘、鲤鱼塘、上时、善儿

干 8 个村组建的里川区域党委正式成

立，应高扬任党委书记。所以，不单要管

上英，应高扬还得负责“鼓动”周边区域

联动，“好在，大家都挺支持工作，我们多

花点时间，总能做好。”

放下自家业务，一心扑到村里，游溪

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新杲也

是这样的“典型”。村里开展房前屋后整

治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只要天气允许，

周新杲肯定全勤。“党员干部、村民代表，

还有联防队员，大家都在义务劳动，我当

然也不能缺勤。”周新杲说，通过大家的

付出，老百姓的思维也在慢慢转变，“越

来越多的村民支持、配合并主动加入整

治，这就是最好的回报。”

“要想工作顺一点，我们肯定要先百

姓一步，多吃点亏。”儒堂头村党支部书

记卢新康道出了真谛。卢新康从事冲床

加工，原先家里堆放着不少可出售的废

料。“以前，1000 元一吨我都舍不得卖，

眼看着行情会涨，可村里要整治，我得带

头，800 元一吨也卖了。”卢新康这一带

头，损失了 2 万多元，却换来了村民的齐

心参与。

年前大清扫与“三治四化”协同推进

芝英经验：治乱多用“小智慧”
日前，我市发出迎新掸尘动

员令，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动
手清洁家园行动，以房前屋后、公
共场地、绿化带为重点，全面清理
农村道路沿线两侧、房前屋后等
地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披乱挂
以及各类积存垃圾，对清理出的
村内空闲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开展绿化。通过全域整治，实现
村村无成堆暴露垃圾、房前屋后
整洁有序、村庄绿化整齐美观，让
全市人民在干净整洁、舒适和谐
的环境中欢度新春。

“这与‘三治四化'中治乱的内
容大体相当。”昨天，芝英镇不少

“村官”都说，立即行动起来，开展
“全民参与大清扫、干干净净过大
年”活动，其实就是持续深入推进

“三治四化”。尤其是针对陈年乱
象易反复的难点，他们认为，治乱
是勇气也是智慧。芝英镇治乱，
已经治出了不少经验。

□记者 陈晓苏

【经验二】
工作方法讲求“智慧”

来到儒堂头村时，刚好看见铲车正把铺在

泥土路上的一堆堆碎石碾平。雨后的泥土路

上，满是洼地。“趁着整治，把路修一下，也算就

地取材、废物利用了。”卢新康介绍，在房前屋后

整治中，清理出不少碎石，村里能用就用，不能

用的杂物则统一清运。

仙陵村则对全村房子外墙进行粉刷，视觉

上比以前亮堂得多。虽然村庄不大，但要做到

全部统一，也有点难度。联村干部说：“党支部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工明确，思想工作做不通

的，大家一起努力，做通了没钱粉刷的，村委会

主任主动帮忙垫上。”

而街头村的干部们则当起了“中间人”，四处

与工程队联系，为村民们房子造好后闲置堆放的

黄沙等材料找“下家”。“如果要省力，就是村里统

一处置，给村民发补贴，可我们村集体经济没什

么财力，只能想这种办法了。”街头村党支部负责

人陈安平说，好在这种办法虽然耗时多一些，但

效果是一样的，都能换来房前屋后的整洁。

去年着手污水管网改造的前山杨下村在前

期“五水共治”省级考核中“中标”，成为 5 个必

查点之一。获知这一消息，大家无不担忧。“怕

领导来时，问题遍地呗。”前山杨下村村委会主

任杨广杰坦言，村里本地和外地人口各占一半，

总计超过 1500 人，卫生环境历来不佳，在全芝

英镇排名都比较靠后，“这次也是痛定思痛，必

须除旧革新了。”前山杨下村开展了长达整整一

个月的“全民运动”。

为了鼓励村民多绿化，村干部还去金华“进

货”，在村里办起了苗木展销会。“村民购买苗木

总价在 200 元以上的，村里补贴一半，200 元以

下不补贴。”杨广杰说，“起初还怕苗木没生意，

没想到村民热情这么高，到最后得靠‘抢’，补货

都补了两三次呢，总共买了价值 8 万元左右的

苗木。”

村民杨美平家，废弃的电饭煲里都种上了

栀子花，原来的翻砂桶外表种花之余还穿上了

彩绘的“外衣”；村民周丰菜每天像照顾孩子一

般照料着花了 700 多元买来的 27 盆花木，浇

水、剪枝，搬出搬进，自得其乐。“村里从来没有

一个年，像今年这么干净过。”74 岁的杨春林由

衷感叹。

“远的学浦江，近的学下前（前山杨下村）。”

最近刚刚流行起来的“顺口溜”，正是源于前山

杨下村的脱胎巨变。不仅仅是前山杨下村，很

多村通过见缝插针绿化、美化，化解了不少因为

邻里占地而产生的纠纷，村里更和谐。

上英村整治现场。

游溪塘村义务清扫队在作业。

儒堂头村变废石为铺路石。

村里干净了，红灯笼一挂，年味就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