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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石柱而言，镇域转型发展与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是助推共同富裕

的“发动机”。如何让这台“发动机”的动

力发挥到最佳状态？

立足共同富裕风口，石柱镇将民族团

结摆在了关键之位。

“这本书上写了什么？”“红军用什么

武器剿灭敌人？”⋯⋯近日，少数民族同

胞在石柱镇飞鹅山石榴籽社区红石榴党

建联盟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往俞溪头村

下寮自然村以及舟山镇方山口村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今年以来，石柱镇先后通

过组织新春招聘会、美食节等活动，用心

用情让各族群众的联系更为紧密。

和谐共融的环境让许多少数民族同

胞选择留永安居乐业。“我来永康已有 20

多年，陆续做过焊工、跑过网约车，还进过

校具厂搞销售。”来自贵州省的彝族同胞

文才贵说，在这里他结识了妻子，现在夫

妻俩的月工资近 2 万元。因为觉得这里

的发展势头不错，文才贵还主动牵线搭

桥，为老乡介绍就业岗位。

已在石柱扎根的还有来自云南省的

回族同胞马景琼。2000 年来永后，她在

一家校服厂就业，一干就是20多年，一路

从杂工做到销售经理。如今，她的生活越

过越红火，开上了汽车，造起了新房。

文才贵、马景琼在石柱安居乐业的

背后，既有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得益

于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据悉，石柱

镇有苗族、彝族、布依族等 17 个少数民

族群众约 8000 余人，是我市民族工作重

点镇。近年来，该镇依托红石榴党建联

盟及飞鹅山石榴籽社区，以“党建+管

理+服务+保障”为工作主线，通过提供

技能培训、就业岗位、文娱活动等，不断

提升少数民族同胞的安全感、获得感、幸

福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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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镇打造民族共同富裕新样本

乡村振兴有计划

引智慧活水
铸繁荣之基

政府有为，方能市场有效、百

姓有劲。今年以来，为争创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石柱镇聚

集各方资源，加大对少数民族新

兴产业、新发展模式项目的扶持

力度，激发内生动力，走出民族共

同富裕的新路子。

当地方建设遇到高校丰富的

人 才 资 源 ，会 碰 撞 出 怎 样 的 火

花？6 月以来，石柱镇与浙大城市

学院合力开启了一段探索推进基

层民族工作的新旅程。

期间，浙大城市学院建筑学

系与工程学院、国土规划学院、创

意与艺术设计学院、传媒与人文

学院组成一支跨学科师生团队，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以乡村现状

调查、党员干部座谈会、入户沟通

等方式，深入调研石柱镇各民族

生活情况和产业发展状况，不断

为飞鹅山石榴籽社区提档升级夯

实基础。

几个月过去，双方合作渐入

佳境，喜人成果频频传来：浙大

城市学院师生团队先后策划出

《石柱镇飞鹅山石榴籽社区乡村

振兴规划与设计》《石榴籽家族

系列产品设计》《真情结出“石榴

籽”专题纪录片》等方案，并发起

“童心向党、幸福成长”暑期夏令

营活动。同时，该校将石柱镇列

为第四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

兴创意大赛竞赛的自选村竞赛

基地，引导校内各学院多支参赛

队伍参与。

与此同时，本地智慧活水也

不断引入，为石柱的乡村振兴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4 月，市作家协会以及市摄影

家协会在石柱镇成立创作基地。

此后，两大协会组织采风团走进

该镇，用文化视角、艺术审美深入

石柱金银器老街、下里溪、岩洽等

地体验考察，对于所见所闻，这群

文人墨客发出自己的“声音”，定

格不同视角的石柱。

“在去年被评为浙江省第三

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的基

础上，石柱镇将继续锚定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

标不动摇，用心描绘新时代民族

共同富裕新画卷。”石柱镇党委

书记陈绍东说，接下来，该镇将

串联当地文化、金银器行业、民

族元素等特色资源，打造一条纵

横交错的风情旅游发展新轴线,

开创有石柱特色的乡村振兴新

局面。

□融媒记者 应柳依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今年以来，石柱镇以党建为引领，紧紧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根主线，充分利用资源禀赋，“输血”与“造血”并举，打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共同富
裕新样本。

能人乡贤有妙招

先富带后富
强村帮弱村

石 柱 镇 在 推 进 共 同 富 裕 的

实践中，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正

在逐步成形：先富带后富，强村

帮弱村，村庄串点成线形成融合

发展。

2018 年，我市启动行政村规

模调整，石柱镇由原来的 50 个行

政村调整为24个行政村。3年来，

该镇以数量减法换乡村振兴加

法。在这个过程中，能人乡贤纷纷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涌现出不少特

色做法。

永东村、俞溪头村、石柱村就

是其中的典型。在行政村规模

调整前，俞溪头、泉湖、田畈林等

村多年来发展缓慢，是市里挂了

号的“落后村”，被列为重点整治

对象。行政村规模调整后，俞溪

头自然村与下寮自然村合并成

俞溪头行政村，泉湖、田畈林自

然村等合并为永东村。能人乡

贤俞流青和严绍康等人担任了

新村领导班子，带领一批肯做事

能干事的党员干部，为村庄发展

出谋划策。

如今的永东村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正在积极争创金华美丽乡

村示范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毛山自然村的横桥塘铺好了通村

路，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俞溪头村的诸多遗留问题也

迎刃而解：2016 年审批下来一直

未能开工的骨灰堂项目，现已投

入使用；2014 年开建却因种种矛

盾而搁置的后山翠屏山公园游步

道工程，如今已经做通；多年未批

基的俞溪头自然村，近两年解决

了 24 个特困户的批基难题；下寮

渡口改造提升工程正热火朝天进

行中；原先杂草丛生的俞溪头自

然村村口建成了风景秀丽的小公

园。在此过程中，俞溪头村严格

实行财务公开，新领导班子成员

不拿误工费用。

强村帮弱村的故事还在不断

上演，石柱村全力带动湖堪头自

然村、岩洽自然村、瑶山自然村等

齐头并进。

汇聚各方力量，让颜值变价

值。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后的石柱

镇焕然一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

游客。今年以来，下寮已累计接待

上万游客。塘里、下寮、永东等这

些曾经散落在飞鹅山脚下的“珠

子”，都因一条旅游线路而串联在

一起，成了一条璀璨的“项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