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托起的共富村用艺术点燃共同富裕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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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郑初一打趣道，“我是个
很土的人，二十多年前刚当村党委书记时，我希望从
村里到县城可以不用渡船，要是有个大桥让我们把拖
拉机开过去就好了。可是这个很快就实现了，以前没
有一辆车子能开到村里，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小车子
开；前几年1/3的村民都在外务工，现在很多人都回来
了，只有 1/7的人在外面；我们人均年收入不到 6000
元，现在已超过 36000元。现在我们村变得越来越漂
亮，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我希望以后更加漂亮、更加
富有、乡风更加文明和谐。”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基层干部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为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干劲，
开化县还组织开展“擂台赛”，让各级干部同台PK，“通
过开展‘擂台赛’能强化他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感，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各项战略部署能最大程度地落地落
实，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会行稳致远。”鲁霞光说。

2016年，钱江源国家公园列入全国首批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2021年，在全国县级城市中，开化又率先提
出一个新理念和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公园城市。鲁霞光告诉记者：“从国家公园升级为
国家公园城市，不仅仅是两字之差。从区域面积来
看，由 25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扩展为全域 2236平
方公里，实现生态的全域化，全域景区化。同时，不仅
需要生态化，更需要生态经济化，将国家公园的保护
理念、治理经验等拓展到全域，是贯穿各个领域的系
统性工程。”

共同富裕的“开化经验”
10月14日，《人民政协报》重要位置刊发《共同富裕的“开化经验”》，报道了开化走出共同富裕生态之路的做法及成效。现将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开化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15年前，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开化考察，留下了“一
定要将钱江源头的生态保护好”“变种种砍砍为走走
看看”“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三句嘱托，在开化大
地上埋下共同富裕的种子。15年后，开化依托绿水青
山，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生态之路——共同富裕的

“开化经验”。

“从当下看，共同富裕绝不只是‘口袋富’，也要‘脑
袋富’，让老百姓既要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还要有现
代人的生活意识。让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均衡、高
效能的治理，在开化县成为一种现实，让老百姓有更多
获得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对共同富裕的理
解。”开化县委书记鲁霞光道出了他对共同富裕的理
解。

一条清水鱼带来的共富路

“我们何田乡的清水鱼，肉质鲜嫩，而且很有营养
价值。这是因为我们全都用古法养鱼。”什么是古法
养鱼？汪立友指着远方的泉水对记者介绍，“那边的
泉水通过细长的水渠引入鱼塘，鱼塘里设有入水口和
出水口，泉水从入水口进来后，再从出水口汇集回泉
水里，所以鱼塘里的水一直是流动的，实现活水养
鱼。”提起汪立友，那可是开化县何田乡田畈村响当当
的人物。2008年，在外务工的汪立友遭受金融危机
的重创后决心返乡创业，一门心思地搞起了清水鱼养
殖，时至今日，俨然已成为田畈村的养殖大户。

在何田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村里的养鱼
史已有 1000多年。近二十年来，何田乡已经从传统
养鱼逐渐发展成现代化养鱼，养鱼产业也走向现代化
的科学管理。何田乡党委书记陈婉丽介绍，“最近三
年我们通过数字化改革，对整个清水鱼产业进行提档
升级，并进行品牌化打造，让每一条清水鱼都能进行
产品溯源。同时，借用数字化手段，还将拓宽销售渠
道，实现村民增收。”

一条鱼不仅带当地走上致富路，也带来了“鱼文
化”的发展。陈婉丽介绍，“今后我们的目标是保量
不增量，依托清水鱼的养殖历史和经验，打造清水鱼
博物馆，推出经营性互动体验区。同时，推动清水鱼
景观建设，打造养殖餐饮一条街等。”她说，“今后我
们要转变发展思路，深入挖掘清水鱼文化，用文化赋
能促使清水鱼产业的提档升级。一条清水鱼不仅使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也让老百姓的精神文明走
向更高。”

“来之前我想象这里应该是偏僻的、闭塞的，不
太适合艺术创作。当我抱着看一看的态度到这后，
发现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村貌干净整洁，公共服务的
配套设施也特别完善，超乎我的想象。”回忆起第一
次来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的情景，艺术家陈进仍忍
不住感慨，“在北京时我做当代艺术，来到这里后，这
里秀美的景色给我很多灵感，便转而做将艺术与乡
村相结合的东西，在这里政府给予艺术家很大支
持。”

近年来，下淤村在乡村文化振兴、共同富裕方面
不断寻找出路，导入窑里人家的砖窑文化、读经古村
的农耕文化、吴府竹艺的竹编文化、汉唐香府的五道
文化、奇蜂寨的蜂文化、国家省市非遗技艺，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大师带来的各种传统文化和行为
艺术等元素。

截至今年9月，下淤村从北京宋庄艺术区共引进
以陈进为首的艺术家 10名，他们不仅用艺术装点了
村舍，更让村子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艺术家来到我们村后，整个乡风文明得到很大
提升。”音坑乡党委书记胡月根介绍，“以前村里有很
多闲置农房，既破又乱，后来我们和艺术家一商量，通
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办法让旧房换新颜。改造后的
农房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趣味性。不少村民看
到后也相继模仿，积极改造自家庭院，这样一来，整个
下淤村的村舍都很有艺术气息，可以说一步一景。”

艺术家的到来，不仅给下淤村带来了文明，也带
来了“流量”。“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起初他们是
奔着我们这里的好山好水，现在他们是奔着艺术家而
来，想一探究竟。”

游客一多，村民便有了活干，胡月根介绍，“越来
越多的村民开始在家门口找活干，比如开民宿、开农
家乐、种植果蔬、做文创等，实现家门口的创业就业。
这样一来，村民的腰包就鼓了，‘里子’有了，‘面子’也
有了。”

一个村富不叫富，村村富才叫富。胡月根表示，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争取宅基地、集体经营性用地改
革示范村，在下淤、音铿、儒山村探索新一轮的三权分
置改革，颁发为期 30-40年的使用权证，对艺术家实
行点状供地，并探索多方合作开发，如5亿元的投资，
两山集团、村集体、艺术家各占1/3投资，10－15年运
营期结束后，预估值逾30亿元。”

“过去金星村曾搞过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厕所革
命、庭院革命等四次‘革命’，每次革命都很不容易，如
果没有党建的引领，如果没有紧紧依靠群众，这些革
命是没有办法推进成功的。”说这话的，是开化县金色
党建联盟书记郑初一。

去年换届，郑初一由金星村党支部书记一职光荣
卸任。2020年6月，金色党建联盟成立，郑初一担任联
盟书记，“党建联盟也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通过和几
个村组成结对，最大限度地将资源整合，开展组织共
建、党员共管、阵地共享、活动共促等，实现支部间的互
促共赢。”

导师帮带制度也是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一环，郑
初一介绍，“一些年轻干部可能经验不足，我就手把手
地教，比如开会怎么开，两委工作怎么分，怎么抓好党
建工作等。通过导师帮带制度，帮助他们加快成长，更
好地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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