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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座谈、传达精神、交流学习⋯⋯曾是机关党员心中对主题党日活动的传统印
象。而在经济开发区，机关党员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始有了新变化，活动会选在不同的地
点，走村进企深入一线，采用灵活的形式，让主题党日活动更加接地气，不断探索激活“红
色细胞”，利于各项工作更好地推进。

这不，26 日上午，在建党 97 周年来临之际，开发区机关支部第二党小组的党员“走
亲”黄塘下村，与该村党员干部一起走村入户，宣传垃圾分类，了解村情民意，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

□记者 徐敏

■■走村入户大调研走村入户大调研 党员干部在行动党员干部在行动

黄塘下村位于老东清线边

上，全村有村民 850 多人，外来

人口 400 余人。

去年，该村村两委在开发区

党工委支持下，克难攻坚啃下

了硬骨头，破解了遗留 10 余年

的交通“肠梗堵”难题，村民纷

纷叫好。

今年，该村主要在“美”字上

做文章，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也进

行了一系列的环境整治、绿化美

化和街角小品打造等工作，向争

创美丽乡村秀美村冲刺。

“现在，兰街村、雅庄村的美

丽乡村搞得有声有色，都成功争

创了精品村，我们村作为‘隔壁

邻居’也得开足马力向先进村看

齐。”当日，黄塘下村支书李光明

借着机关党员到村里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的契机，邀请机关党员

多多“找茬”，为村里的美丽乡村

建设出谋划策。

“我看到村里还保留着以前

的老粮仓、老水塔，很有特色，只

要稍加改造，就是一处很好的街

角小品。”在座谈会上，机关党员

纷纷就村里的美丽乡村建设亮

点以及不足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机关党员普遍认为该村整

体的自然环境很不错，村里的环

境整治工作也已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还有个别地方存在乱堆乱

放的情况，环境整治还需花大力

气 、加 大 力 度 ，并 建 立 长 效 机

制。这是建设美丽乡村的第一

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听完了机关党员的建议，黄

塘下村委会主任王戟表示受益

匪浅。该村将继续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支点，发挥党员干部、村

民代表的带头作用，号召全体村

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齐抓

共管扮靓村庄环境，高起点、高

标准建设美丽乡村，进一步提升

村民幸福感。

□记者 徐敏

本报讯 26 日上午，记者来到经济开发区夏

溪村，发现村口一块“中国楹联文化村”的石碑十

分醒目，成了该村的一个新地标。

“村口立了这块碑之后，感觉整个村的文化

气息就更浓厚了。”村民胡大爷笑呵呵地说。

夏溪村委会主任胡浙岳告诉记者，该村已收

到申报“中国楹联文化村”的批复，成为了我市首

个获得“中国楹联文化村”殊荣的村庄。

夏溪村如今是开发区甚至全市有名的富庶

村，村民家家有店面，户户入住新房，基本过上了

“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依”的富足生活。

“物质上生活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要跟

上。”胡浙岳说。为此，该村另辟蹊径，在大力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先后修建了溪湖休闲公园、体

育休闲广场等，给村民创造多个休闲健身好去处

的同时，也结合村庄历史积淀，在丰富村民精神

文化生活上也做足了文章。

据资料记载，夏溪，古名夏川、下溪，已有

700 余年历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该村

以胡姓为主，族人恪守“以农务本，不废儒业”之

祖训，弘扬耕读传家传统，代不乏贤。其中，在宋

时有原衢之胡潭先考胡鏊是宋元祐戊辰进士，仕

广州太守，顺天府京兆尹。族中还有未仕之邑、

郡庠生、廪生、贡士、太学生多达70余人。

1976 年,该村曾出土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

刀，2003 年后挖掘发现了西晋古墓遗址。这众

多的遗迹都展现了夏溪村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去年，该村村两委以提高村民“文化自信”为

目标，加大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投入，组织开展修

缮老祠堂，建设文化礼堂和文化长廊，举办端午

民间书画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改变村民的精神面貌，提高村民的文化

品位。

楹联的俗称就是对联和对子，是中华语言独

特的艺术形式。对联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又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2005 年，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

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

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

化有着重大价值。

为争创中国楹联文化村，该村专门成立创建

小组，确定楹联展示厅场地安排，组织开展诗词、

楹联爱好者成立对联创作小组，向村民宣传了

《联律通则》，营造了浓厚的楹联文化氛围。

就在 21 日晚，该村开展了诗词楹联文化润

农家活动，邀请中国诗词学会会员，省、金华市诗

词与楹联学会会员，我市诗词学会顾问胡潍伟为

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诗词和楹联创作课。

胡潍伟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

索，讲述了中国诗词的分类、音韵知识以及律诗、

词的简易写作方法等内容，并分享了对联创作中

要注重仄起平收、平仄相对、词性相对、勿连平、

勿孤平、孤仄等技巧，为村民带来了一场丰盛的

精神文化盛宴。

“自从村里争创中国楹联文化村以来，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练习书法、画画等文化队伍中

来，他们的业余生活也透露着文化范。”夏溪村联

村干部胡哲说。

进村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助建美丽乡村

开发区机关党员“走亲”黄塘下村

“阿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的相关条例已正式实施，这也表

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由制度化走向法治化，垃圾分类

变成了‘分内事’。要是垃圾分

类不到位，是会被处罚的。你家

里要是有外来人员租住的话，也

要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垃圾分类

的相关管理条例。”在黄塘下村，

开发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周高潮

带领机关党员一样，挨家挨户上

门，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

“我这些豇豆、黄瓜等蔬菜

又大又新鲜，产量也高，说起来

还有垃圾分类一半的功劳呢。”

谈及垃圾分类后带来的生活变

化，正在择豇豆准备午饭的村民

章阿婆赞不绝口。

章阿婆说，以前不管可腐烂

垃圾还是不可腐烂垃圾，都是

放在同一个垃圾桶里。夏天一

到，就容易滋生大量蚊蝇和细

菌。现在进行垃圾分类后，像

厨房产生的食物类垃圾、果皮

壳等可腐烂垃圾单独放一个垃

圾桶，每天都及时送到地里给

农作物当肥料。这样一来，不

仅家里的蚊蝇少了，地里的农

作物也长得更好了。

机关党员走访一圈后发现，

在黄塘下村，一些老人虽然不识

字，但只要一提起垃圾分类都很

清楚，大家都表示很习惯了。他

们更多的是把厨余垃圾变废为

宝，及时送到地里当肥料。而这

也成了该村村民实施垃圾减量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刚开始大家普遍都觉得垃

圾分类很麻烦，现在习惯了以后

也就成了随手的事。我家三岁

的女儿每次扔果皮垃圾都会跑

到厨房去扔，说可以给她奶奶送

到地里当肥料呢。”村民李女士

告诉记者。

与党员干部心交心，分享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垃圾分类后的生活变化

开发区机关党员向村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开发区机关党员向村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建设大美乡村环境
营造文化自信氛围

夏溪村成功创建
“中国楹联文化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