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居古朴民居古朴，，花田错落花田错落，，竹林浩渺竹林浩渺，，果香悠长果香悠长。。唐先镇不仅有多样的外衣唐先镇不仅有多样的外衣，，更是有独树一帜的气质风格更是有独树一帜的气质风格。。而街角小品的创建而街角小品的创建，，无疑无疑
给今日唐先更添了些精致给今日唐先更添了些精致，，为唐先镇美丽乡村建设增了为唐先镇美丽乡村建设增了色彩色彩。。走进唐先仔细看看走进唐先仔细看看，，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四种类型的街角小品在不经意间会饱四种类型的街角小品在不经意间会饱
润润你的眼睛你的眼睛。。物华唐先物华唐先，，诚如谓也诚如谓也。。

富有生命 充满底蕴 经济实用 绿色环保

唐先街角小品建设呈现四大类型

唐先镇地处山区，山石、泉水等

自然资源丰富，汪村、古竹城村、石湖

坑等一些集体经济薄弱村结合实际，

争取不花一分钱，村两委就带领党员

干部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用集体的

智慧和力量美化环境。

生态旅游型

代表村：前渡金村

历史文化型

近两年唐先打造了“十里葡萄长廊，百壑鲜姜产地，千亩荷花湿地，万亩葡萄基

地”旅游品牌和“一江清水，十里美景，百级梯田，千亩黄花”新景带。不少村结合了

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小品。

前渡金村目前正在打造集生态旅

游、文化休闲为一体的旅游村。该村

打造唐先南部花园，牵起蔷薇篱笆，种

上马鞭草、葵花等，自筹资金引入复古

小货车，穿梭于花海间。在灰瓦白墙

间描绘流传百年的窑塘捕鱼传统。村

民们还在古民居、古祠堂、古庙、古樟、

古井、古桥上做街角小品的文章，重点

打造花园式的民宿农家乐。

唐先历史文化悠久，不少村仍保存

着完整的文化资料，十分珍贵。谏庄、

白莲塘、上厅等村通过搜集历史资料，

进行编序整理，围绕“述说历史”的主

题，打造历史文化型街角小品。

唐先的“唐八鲜”和红富士葡萄

远近闻名，其他农产品也是种类多

样。于是，上考、太平新村、清塘村等

村就别出心裁，结合了盛产的农作物

来打造街角小品。

百日攻坚推进美丽乡村创建
今年，唐先镇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 10 月中旬

以来，唐先镇召开美丽乡村创建暨街

角小品建设推进会，拉开年终百日攻

坚战序幕。成立美丽办，领导班子联

村包干指导、督查街角小品建设工作。

该镇分析了今年21个美丽乡村，

了解创建村工作开展进度，结合创建

村各自的创建热情和创建意愿进行

分层分类，突出重点村，加强对重点

村的督查、指导。

督察组由镇长陈新智、分管领

导、片书记、片长、联村干部组成，每

周一次进行督查，半月一次通报。10

月下旬，他们对13个创建重点村进行

了督查，以书面形式撰写督查结果反

馈单，直接反馈给各创建村的书记、

主任，并根据督查情况结合九个综合

指标对各村进行排名，鼓励各村书

记、主任纵向横向进行比较，充分认

识本村的实际情况，对照创建标准，

找寻存在问题，积极克难攻坚。

另外，唐先镇每半个月组织召开

一次美丽乡村创建工作推进会。会

上请各村干部汇报工作，汇报目前工

作的进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等内容，交叉检查，

把脉问诊，交流经验。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街角小品

创建成为了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要抓手。唐先镇建立党建+众筹模式

全民发动，调动村民创建积极性，并

解决部分资金困难的问题。同时，街

角小品建设更是落实“两学一做”专

题活动的一大载体，学在家门口、做

在田园间。该镇全体干部力争将工

作抓牢、抓实、抓出成效。在建设中

注重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并结合

唐先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

富、农特产品多样的实际，以长远的

眼光和过硬的质量建设每一个街角小

品，让它们真正有灵气、有底蕴、接地

气，为“两美”唐先建设锦上添花。

争创美丽乡村“我”在行动

自然经济型

代表村：古城竹村

上考村村委会主任：徐国梁

上考村以红糖文化和仪门文化

为主题，打造独具本村特色的美丽

乡村。同时，抓好村庄基础设施的

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一起抓。

成立工作小组，每周制定工作

计划，明确责任、部署落实。房前屋

后乱堆乱放基本清理，赤膊房基本

治理，村庄亮化全部完成。红糖文

化和仪门文化为主题的街角小品和

塔山公园同步进行中，将于 11 月底

基本完成工作任务，12 月份着重查

漏补缺，完成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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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渡金村小火车墙画前渡金村小火车墙画。。

古竹城村回收利用房前屋后

清理出的旧青砖、旧瓦片，以徽派

风格打造成花坛围栏、圆形拱门、

景观墙、八卦太极等；用老石臼、旧

猪槽、毛竹筒、蓑衣等搭配成富有

农村特色的村角景观、墙面挂件，

衬 托 出 该 村 古 老、幽 静 的 环 境 氛

围。

上厅村村支书：施伟三

无论是 2015 年的美丽乡村创

建，还是2016年美丽乡村提升，支持

上厅村走下来的就是坚持的力量。

上厅村的主职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

美丽乡村的建设没有终点，只能以

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更高的热情投

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升。现在，以

村中的绿道为主线，一个个街角小

品被串联起来，形成了一路走来一

路有景的局面。接下去，上厅村会

一直坚持到底，力争今年美丽乡村

的建设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记者记者 俞夏冰俞夏冰 王导王导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胡颖胡颖

清塘村的特产是黄金梨、梨膏

糖，该村以“梨园”为特色开展小品

建设，村干部结合村中实际，除在公

共场所墙面绘制黄金梨图案外，还

发动村民用废木头、旧衣服、废铁丝

等制作了一颗老梨树，上面悬挂了

66 个用泡沫制成的黄金梨，象征村

民对丰收的美好向往，也代表了他

们对于优秀传统的继承。

白莲塘村打造村史、村貌、村风为

主题的街角小品：喻示党群齐心的连

心桥亭，彰扬施氏父子（白莲塘村的太

公）好善乐施、满门忠义的助国世家、

仪门，讲述白莲塘村名由来、绽放荷花

游弋红鲤的莲湖；介绍村庄风貌为主

题的墙绘、绿植、鹅卵石花坛构筑的景

观；天马山森林公园门口的天马八骏；

村旁龙头山山腰处建设苍龙吐翠百姓

康的休憩凉亭。

代表村：白莲塘村

代表村：清塘村

上厅村上厅村““六尺巷六尺巷”。”。

清塘村街角小品清塘村街角小品。。

农特产品型
白莲塘村的街角小品白莲塘村的街角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