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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苏盈盈见习记者潘敏洁

记者在陈岙村采访时，一

位老人正手提垃圾袋往老人公

寓入口方向走去。扔一袋垃圾

还得大老远地跑到公寓入口？

原来，为了打造宜居环境，

陈岙村实行老人公寓无垃圾桶

的管理模式，只在公寓出入口

设了垃圾收集点。

“垃圾桶确实会给居民带

来方便，但垃圾桶的周围经常

是一摊乱象，大大影响了居住

环境。为此，我们借鉴了一些

发达国家小社区无垃圾桶管理

模式的经验，在占地9000平方

米老人公寓以及长约 1200 米

的陈岙溪流边实施。经过一段

时间的适应，老人公寓和陈岙

溪变得更干净了，也有利于村

民卫生习惯的养成。”陈岙村支

委委员钱林海说，无垃圾桶管

理模式实施之初，不少村民都

抱怨不方便，一些村民仍旧在

家门口弃垃圾。于是，老党员

陈阿婆主动担当起了卫生监督

员，一看到有村民乱倒垃圾，她

立 马 制 止 ，并 苦 口 婆 心 地 劝

说。渐渐地，往小区出入口垃

圾收集点送垃圾成了大家的习

惯。“我们希望引导村民向更现

代化、文明的生活迈进。”陈众

芳说。

陈岙村以文明创建为契

机，提高村民整体素质，组织

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

动和乡风评议活动，增强村民

荣誉感和责任感，让村民自觉

约束自己行为；发放《陈岙村

民 守 则》和《陈 岙 村 文 明 公

约》，积极开展“春泥活动”，编

写《陈岙村史》，丰富未成年人

的乡土文化精神粮食，巩固和

提升村风、民风；组建陈岙村

业余文艺队、太极拳剑表演队

和木兰扇队等文体队伍，创造

了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开设

村级组织办公室、警务室、老

年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村民

学校五个室（校），极大地丰富

了村民文化生活；开通救助帮

扶、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信息

服务四个站点，为村民提供便

利服务……

这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现代

化社区，又是一个活力充沛的

创新创业乐土，更是一个民风

向善的和美乡村。

看着家园的美丽转变，村

民编起顺口溜夸赞：“水泥路最

长，汽车最洋，山水最甜，榕树

下最凉，别墅最漂亮。”

昔日垃圾淤积的小溪滩，今天绿树成荫的沿溪公园；昔日破旧散乱的农房，今天错落
有致的别墅式公寓；昔日一穷二白的小山村，今天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文明示范村

陈岙，因文明而精彩

“土地最贫瘠是我们的村庄，溪水
最无常是我们的村庄，你在行色匆匆的
温瑞平原，却在山岙里静静卧藏，十年
种山来九年旱，十担汗水来一担子粮
……”

“土地最富饶的是我们的村庄，溪
水最甜美的是我们的村庄，有你移坟造
地去挑战世俗，才有创业园，崛起的厂
房……”

村歌中的两段歌词生动地描绘了
陈岙村的过去和现在。这座位于塘下
镇东北隅，东邻龙湾，总面积2.2平方公
里的小村落，10 余年来，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2003年获评瑞安市文明村，
2007年成为温州市文明村，2009年荣获
浙江省文明村，如今，她正努力向全国
文明村迈进……文明创建的足迹，印证
了这座“旮旯”村的华丽“蜕变”。

“陈岙因文明而精彩，我们要让村
民享受到更多发展的成果。”陈岙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陈
众芳坚定地说。

在温州，靠工业致富的农

村中，陈岙村后人一步，但工业

化后，陈岙的发展却抢先一步，

及时“转身”，不仅仅保护了绿

水青山，还换来了金山银山。

潺潺溪流，鸟鸣山涧，绿树

林荫，别墅富美。

在过去，位于山脚下的陈岙

村穷得叮当响，村集体年收入不

过20多万元，而支出则要40多

万元，负债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陈岙村里小溪的潺潺流水

持续了千百年，村民们早已习以

为常。2002年，陈众芳和村“两

委”班子在“水”上做起了文章，

造坝蓄水，谁要用，花钱买。水

资源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效益

最高的年份该村收入达 200 余

万元，赚来了“第一桶金”。

村里要发展，光靠这些收

入还远远不够。从那之后，陈

岙开始文明创建活动，从转变

村民思想观念着手。

村“两委”班子经过多次调

查、协商，决定往山里“进军”，开

展青山白化整治，整合土地。消

息一传开，村里炸开了锅。在

“祖坟比天大”的农村，想要迁出

3500多穴坟墓，谈何容易？

“先拆了自家的祖坟，才能

挺直了腰板去说服村民。”陈众

芳顶着亲属的重重压力，率先

将自家的祖坟搬迁了。

“众芳把自家祖坟都拆了，

我们怎能拖后腿。”陈岙村党支

部副书记董笃权说。就这样，陈

众芳和村干部们“踏破一双鞋、

磨破一张嘴”，挨家挨户做思想

工作。终于，一家，两家，三家

……村民陆续同意搬迁祖坟。

2005年，陈岙村开始搬迁

山脚的 3500 多穴坟墓，统一建

设生态公墓。经过 4 年努力，

整理出 70 亩土地，通过拍卖为

村集体收入大笔资金。

这十几年来，陈岙从一个

空壳村发展为集体资产超过

6000 万元的富裕村，通过建标

准厂房，还解决了村民就业难

题，人均纯收入从 4700 元提高

到25000元。

如今，陈岙主动融入温州

大罗山生态区规划，定位为生

态人居区，把婚纱摄影、温泉旅

游、养老医疗作为今后第三产

业三大支柱，其中，婚纱摄影基

地建设已启动。

从发掘自然资源优势完成

村集体经济原始积累，到建设

工业厂房收取租金壮大集体经

济，再到拆掉厂房投资第三产

业，在十余年间，陈岙两次走上

转型发展之路。对后一次转

型，陈众芳定下目标：“3 年后，

村里完成基础建设，进入管理

运作阶段。”

本着文明观念，经济富裕了 踏着文明步子，环境美丽了

通过迁移坟墓、建设生态公

墓等一系列措施，盘活土地资

源，利用这笔出让金，陈岙村启

动农房集聚改造，建设了一个占

地100多亩的别墅式公寓小区，

集中安置村民。公寓楼高4至5

层，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不仅通

风、采光好，小区还引入天然溪

流，极具江南水乡风格。村民只

要用一间破旧老房子就可置换

一套公寓式商品房。

“以前的老房子，两三万元

一间也没人要。现在别墅公寓

市场价最少也要 120 多万元。”

村民陈圣寿笑着说，“我有 3 套

房子，别人说我身价至少 300

多万元了。”

“在陈岙，哪位村民不是百

万富翁呀？”村民们脸上露出满

意的笑容。

让村民像市民一样生活，

这是村“两委”的奋斗目标。

新房子建起来了，可村庄

环境还跟不上，要改造就得先

拆除违章建筑，这是触及村民

饭碗的事儿，又没有相关文件

造势，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家

里违章建筑被拆，村里一妇女

甚至裹了一身黄泥，跑到村干

部家里，又是骂、又是摔电视

机，最后还赖在床上不下来。

最终，她被大家苦口婆心地说

服了。在后来实施农房集聚改

造时，该妇女主动带头拆了自

家的违章建筑。

拆违、建公园、种树木、整

治溪流……经过一番打扮后，

陈岙成了一个花园式村落。碧

水，蓝天，绿树，这是远近难得

一见的风光；古榕石桥，流水潺

潺，鸟鸣啾啾，村民的生活环境

甚至超过了城市。

“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为

陈岙的发展奠定基石，另一方

面得益于我们拥有一个极为团

结、制度严明的村干部班子。”

陈众芳说，要得到群众的认可

和信任，首先要做到公平公正，

让村民觉得村干部不是来捞油

水的。

陈众芳是用舍小家顾大家

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

心。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参照

置换标准，陈众芳家原本可以

分到 3 套房子，但他只要了 1

套。“剩余的指标以后再说吧。”

陈众芳说。

陈岙村“两委”腰板子坚挺

已成了大家的共识。2 亿多元

的旧村改造一期工程让谁建，

村民代表说了算；村里大大小

小的项目，只能外村人来做；承

包商送上红包，悉数返还。

举着文明旗帜，精神富足了

陈岙村中溪花苑东侧绿地

村民在村里的广场上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