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3年9月27日 星期三 校对：陈庆彪
要闻部主编 责任编辑：朱雪梅2 感恩奋进再出发 实干争先谱新篇

“总书记好！”9 月 20 日，金华
市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人声鼎
沸、掌声延绵。这天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李祖村考察调研。村口，
热情的村民们簇拥站立。

在写着“缩影”二字的门楼前，
总书记笑容满面，同大家亲切交流。

“缩影”二字，是村里的退休老教师
在2015年所题，感慨于自己生活了
一辈子的村庄一次次的美丽蝶变，
恰如浙江建设美丽乡村、统筹城乡
发展的缩影。

李祖村如今的模样，与习近平
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密不可分。

“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
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
影，要再接再厉，在推动乡村振兴上
取得更大成绩。”在李祖村，总书记
叮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
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
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村口另两处门楼，分别题着“日
新”“月异”两个大字。李祖村的日新
月异，呈现出万千乡村在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勃勃生机。

“千万工程”显著成效
的缩影

“总书记特别平易近人，和我们
一起聊家常，了解村里的一些事
情。”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总书记考察调研的第一站是李
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展墙上，详细记
录了李祖村蝶变的一点一滴。这个
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村庄，在当地
曾有“水牛角村”（意为“看不到发展
希望”的穷村庄）的绰号，是“千万工
程”改变了李祖村的命运。

20 多年前的李祖村，是“脏、
乱、差”的落后村。那时，浙江很多农
村都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经济
快速发展，村庄面貌却不如人意。有
人说，“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
垃圾村；走过几十个垃圾村，才找到
一个示范村”。李祖村村口有个小水
塘，村民经常去塘里洗拖把、刷马
桶，不仅不卫生，还存在安全隐患。
村里的路也是坑坑洼洼，一到雨天
便泥泞不堪。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深
入各地农村调研，一个村一个村地
仔细考察，到基层一线寻找最佳答
案。萧山梅林村、奉化滕头村、东阳
花园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03 年 6 月 5 日，在习近平同
志的倡导和主持下，浙江省启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李祖村也
着手整治村容村貌，村口小水塘变
成生态洗衣房，成了全村水系水体
大治理的突破口；曾经让人头疼的
垃圾分类问题，也通过制定村规民
约，提升村民的自觉性。

最开始，村民不乐意改变，有很
多人反对。一段时间过后，村里环境
变好了，生活也更方便了。用村民的
话来说，“这么干净的路，这么清的
溪，再扔垃圾，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啊”。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2021
年，李祖村成为省级高标准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千万工程”，是老百姓的幸福
工程。2018 年，在“千万工程”实施
15 周年之际，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
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7月在四川考察时谈到乡
村振兴，总书记又强调：要学习运用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小切口，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待行至快到村口的上坡路，就
看到两幢小高层。“我向总书记报
告，这是村里住房困难户、危旧房
拆迁户的住房时，他微笑着说这个
好。”方豪龙说，村里环境变好后，
村两委着手谋划解决村里住房困
难户住房、拆除危旧房等问题，
2017 年建起两幢共 48 个套间的小
高层；2019 年，危旧房被拆除后成
了村里的公共空间，收回的老宅则
由村里进行修缮改造，出租给青年
创客使用。

在村口，总书记停下脚步，跟大
家聊了起来。今年60岁的村民虞金
仙兴奋地告诉记者：“总书记挂念着
我们义乌老百姓，我们很感动。”

“‘千万工程’、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总书记在我们村考察时提起
好多次。我们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
干，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
富裕。”方豪龙说，李祖村的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不足 5000
元升至 2022 年的 5.2 万元，村集体收
入也从1.1万元涨到268万元。

年轻人展现才华的用
武之地

村党群服务中心不远处，沿着石
板路往前，传来阵阵悠扬的古筝声。

“看到总书记越走越近，我主动招
手问好，没想到，总书记走进了店里。”
从雨文声音乐餐厅合伙人余徽徽说，

“总书记问我们平时生意怎么样，又问
一般游客是哪边来得多一点，哪里来
的。”这家音乐餐厅开在李祖村最老的
一幢古建筑里。“总书记看得非常仔
细，餐厅里保留的土墙，总书记凝望许
久。”余徽徽回忆。

六年前，余徽徽在义乌市中心开
店，听说李祖村在招商就过来看看，这
一看，就留了下来。“山下面有个湖，湖
边上有个村，走进村里，很安静，很美，
很干净，很舒服。”余徽徽说，村里生意
不错，去年餐厅的营业额有20多万元。

别看李祖是个村，青年创客却不
少。村里办起“共富市集”，集思广益，
发动村两委、街道和创客联盟一起谋
划主题。时近秋分，这次“共富市集”的
主题被定为“秋收”，村里“共富广场”
上打出了“在李祖，一起富”的标语，装
点成寓意丰收的橙色调。

“我跟总书记介绍了我们的‘共富
广场’，总书记逐个摊位仔细询问，每
一个摊位都看得非常认真。”李祖村职
业经理人金靖说。

返乡大学生方天宁主要通过直
播、短视频售卖竹编手工艺品，摊位上
挂着可爱的竹编小兔子灯。“‘千万工
程’带来很多变化，村里的氛围越来越
好，大学生也很多，我觉得回来是有机
会的。”方天宁说，她最多时带动30多
名村里妇女做代加工，每月人均增收
2000元。

产业旺则乡村兴。在2022年底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
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

因地制宜的“千万工程”，为乡村
发展特色产业奠定了基础，也为乡村
探索多元价值开辟了更多可能。瞅准
游客纷至沓来的机会，李祖村辟出一
条“妈妈的味道”美食街，不仅能让游
客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也方便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去年，美食街年营业额达
460万元，带动75人就业，为村集体增
收10万元，村民增收150万元。

李祖村里的老房子，也“装”进新业
态，现在已有56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老何西班牙火腿、李氏梨膏糖、和合棉
麻、皮皮杂货屋等覆盖生活的方方面
面，许多体验型项目则把范围延伸至村
外，摄影基地、农耕体验、造纸刻字体验
都以自然为幕，李祖也有了个很特别的
名字——“国际文化创客村”。

“沙漠的染坊”就由老房子改造而
来，店主楼沙漠霜说：“总书记看了我
们扎染的布，又走进来听我介绍扎染
工艺步骤，仔细翻阅我们和学校联合
设计的艺术课本，询问我们的文创产
品销量怎么样。”

“一个村的营商环境很重要。正因
为有‘千万工程’的‘筑巢’，我们才能

‘引凤’，吸引年轻人到乡村来扎根，乡
村业态不断丰富。”金靖说。

在乡村看到未来播种
未来

年轻人扎堆到乡村来，是李祖村
的一道风景。

书画老师陈利英在这里办起书画
写生课堂，让更多孩子走进大自然，感
受乡村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砖一
瓦；爱写诗的屈琼阁在这里办起乡恋
学堂，学生可以体验从造纸到活字印
刷的全过程，印刻的内容都来自中国
古代经典著作；原先在市区开花店的
朱佳莉在这里打造生机花园农场，几
乎每个星期会组织两场农耕体验活
动，每年能给村里带来2 万人次左右
的客流量……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新时代的乡村，在每个人心中种下
了一片桃花源。青年创客天马行空的
创意，牵起了城与乡渐行渐近的根根
丝线。

李祖村的蒸馏器咖啡馆，是清
华大学团队在一次乡村调研中来此

“种”下的项目。“咖啡店两年前正式
开始运营，起初，村里的老人对咖啡
很好奇，我们也根据他们的口感，特
别调了一款李祖咖啡。”项目代表胡
宸豪说。

这是胡宸豪第二次见到总书记。
“两年前，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
日来临之际，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
察。这一次有幸近距离地交流。”胡宸
豪说。

“ 我做的是社科学里的幸福研
究，探讨心理层面的共富，也观察乡
村人的精神风貌。”胡宸豪说，“以咖
啡店为窗口，我们一年至少组织20场
文化艺术沙龙，也希望吸引更多年轻
人投身乡村。”他说，咖啡店的屋顶现
在是网红打卡点，“喝着咖啡，看着村
里的炊烟，这种传统和现代的交融最
让人着迷。”

在乡村看到未来、播种未来。今
年全国两会，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审
议现场勉励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并
指出：“我们现在推进乡村振兴，需要
大量的人才和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年
轻人、知识分子，也要双向流动。”4
月 11 日，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问题。”

这一次在李祖村，总书记再次嘱
托：乡村振兴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现才

华的用武之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为
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我向总书记汇报，村里招引的
209 名 青 年 才 俊 ，有 114 人 是 大 学
生。”金靖说，招引和培育更多青年
创客是产业孵化过程中必须要走的
一条路，李祖村还在不断创新、丰富
业态。“总书记对我们年轻人在乡村
做的每一个事务都非常感兴趣，这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心里是满满
的感动。”金靖说。

身在“世界超市”义乌的李祖村有
一家进口商品馆。“我跟总书记介绍，
店里的商品大多是通过‘义新欧’班列
运输过来的。总书记说，现在村民在家
门口就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东西，比
较方便。”店长吴璐萍是本村人，她高
兴地说。

这些，都是李祖村正在发生的新变
化。“李祖村以前是个偏僻的小山村，现
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共同富裕示范村。”
方豪龙说，李祖村还要进一步迭代升
级，提升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获得感，带
动联建村、区域村庄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新年贺词
里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
做则必成。”这句话，出现在青年创
客屈琼阁的活字印刷展示里。只要
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
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
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
为美好现实。

日新月异的李祖村，中国万千乡
村的一个缩影。一个个欣欣向荣的场
景，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转载自《浙江日报》
（采写：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花
5年时间，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
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
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
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2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
久久为功，按省内最高规格，每年召
开“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每5年出
台1个行动计划及相关政策意见。

顺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层层破
题。“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

步，“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
“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2023
年起，浙江提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双轮驱动”，把提高县城承载能力
与深化“千万工程”结合起来，加快绘
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
乡和美”新画卷。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华市义乌市李祖村考察回访记

图为李祖村美丽的向日葵花园。 王松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