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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村 风 景 优 美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5.6%，像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加之人文

底蕴深厚，旅游特色明显：以中华进士文

化园为依托，形成进士文化游；以西隐寺、

明教寺为依托，形成宗教古迹游；以丁凤

少数民族村为依托，形成民族风情游；以

许岙、宋岙美丽乡村、精品村为依托，形成

美丽乡村游；以天井垟为依托，形成特色

水乡游；以圣井山、梅龙溪为依托，形成山

水风光游。

来曹村，梅龙溪风景区是必去景点之

一。梅龙溪风景名胜区融合了人工丽湖、

碧潭绿瀑、峭壁险道，风景迷人。潺潺的

溪水流淌，零星的村民在河边洗衣服，几

个孩童笑着追逐打闹，悠悠的鼓词声从古

亭中传出⋯⋯眼前的景象，洋溢着浓浓的

乡土气息。

梅龙溪上还有几座古桥，每座桥都有

自己的名字与历史。沿着梅龙溪溯源而

上，还会看到一座造型独特的石板桥——

迎仙桥。远远望去，这座桥像极了一顶乌

纱帽，因此又被村民称为“纱帽桥”。

移步宋岙村，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花

园式的村庄：“孝文化”长廊、人工堆积的

小山丘、古色古香的亭子、精雕细刻的石

柱⋯⋯据介绍，宋岙村是目前曹村镇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的 7 个村之一，也是美丽乡

村建设力度最大的村。

天井垟、中华进士第一村、梅龙溪自

然风景旅游区、南岙革命老区纪念馆⋯⋯

曹村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绚烂多彩，等

着人们一一欣赏。

【提升】
加强道路网建设
解决住房困难

山水资源诚宝贵，基础设施建设也不

能落下。我市行政区划调整，曹村镇恢复

建制后，该镇规划先行，以小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全域景观规划、江曹线沿线景观

提升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等为引领，助力

科学布局，谋划发展。

道路建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今

年，曹村镇着力打造江曹三期东岙至南堡

段、南岙至曹南联网公路和曹南至东岙联

网公路等三大工程。

据了解，江曹三期东岙至南堡段全长

4.461 千米，主要以南堡、碗窑、南岙为核

心，分三段实施，目前已经开工。南岙至

曹南联网公路全长 1.954 公里，从北至南

横穿集镇。

曹村镇副镇长何顺村说：“以前去曹

豳公园要走曹圣线，可是路上有菜市场，

通行不畅。南岙至曹南联网公路建成后，

将成为通往曹豳公园的主路，并实现曹

南、西前、上都和南岙四村联网，成为曹川

路的辅助道路，缓解曹川路通行难题。”

此外，借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

风，目前该镇正在实施武林路路面改造工

程。“沿街房屋立面将打造为具有曹村特

色的风格，把线路‘地埋’，让道路看起来

更整齐清爽。”该镇副镇长林成银介绍，工

程预计2019年建成。

日前，曹村镇的农房集聚工程结顶，

82 户住房困难户将住上新房子。去年至

今，该镇加快农民建房审批程序，畅通审

批流程，加快群众农房拆改建进程。截至

目前，该镇共审批 7 件农民建房申请，建

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同时，落实许南、

许北、姜山 3 个村的解困房问题，预计可

为70来户住房困难户解决住房难题。

农业为本，儒学为魂，山水为形

变与不变间看曹村腾飞之路
■记者 张洵煜 通讯员 沈超凡/文 陈立波/图

农田变景点，景点串成线，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曹村的自然景

观和硬件设施在变，但是对于美好环境的坚守和人文精髓的传承始终

没变。

“农业为本，儒学为魂，山水为形。”曹村镇委书记王心海如此总结

曹村底蕴。曹村积淀过去，着眼当下，正在更有底气地砥砺前行、展望

未来。

曹村镇物产丰富，耕地有1万多亩，主

要农产品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有西瓜、杨

梅、甘蔗、马蹄笋、毛豆等。据了解，过去曹

村农业发展较分散，农民多种植单季稻自

给自足，抛荒现象严重。

2006年，省委提出建立集农民专业合

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为一体的新型农村

合作体系，瑞安率先建立瑞安农村合作协

会，开启“三位一体”改革之路。这股改革

春风给曹村的农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该镇副镇长蔡晓东说：“曹村农民从放

下农具到重拾农具，从抛荒到抢着种地，就

是最直接的变化。”

据了解，2006 年以后，曹村成立了一

批专业合作社，形成种粮大户联盟，抱团强

化供销服务。目前，该镇有 13 家合作社，

种植5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40多户。

“推行合作社后，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效

提高，经营更加规模化、科学化，既提高了

农产品的质量，也降低了人工成本。”蔡晓

东说，而且散户加入合作社后，拿到了政府

的资金补助，并可以享受政策性农业保险，

切实尝到了“三位一体”的甜头。

【提升】
农田可变景点

产品插上“电商”翅膀

天井垟已经从过去的涝区变成浙南

“粮仓”，输出优质的稻米。变化仍在继续，

曹村镇计划将其打造成为一条产业带、旅

游带。

今年 6 月，长约 300 米的天井垟河道

绿化景观工程试验段在曹村东岙启动，这

标志着该工程即将开工。据了解，该工程

长 13 公里，预计 12 月底完成，主要打造河

岸绿化与骑行绿道。

“沿途有南岙的红色基地、东岙的党建

沙龙、丁凤的回族风情、宋岙的田园风光

等，市民在骑行过程中将体验‘一村一品’

的丰富旅游感受。”蔡晓东说。

曹村小而精致，为打造“人在景中走”

的观光氛围，我市计划打造曹村全域景观

建设。为此，我市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六

年行动计划》，以“田、村、水、林、山”五类资

源，勾勒出一幅生态画卷。此外，该镇还计

划将农田包装成景点，建设田园综合体，通

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打造农业“嘉年华”，

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曹村农业欣欣向荣，工业发展也迎来

春天。

据了解，曹村工业以食品机械制造为

主。截至目前，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8873

万元，同比增长18.1%。去年，曹村镇新增

规模以上企业 3 家，新增产值 2910 万元，

目前共有7家规上企业。

曹村镇工业快速发展，离不开该镇的

企业帮扶措施：对于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专

门召开协调会，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凯美瑞”和“来福”本是两家小企业，

负责人是两兄弟。去年10月，两家厂房想

独立，面临厂房分割难题。曹村镇工作人

员及时介入，帮助化解难题。最终，两家兄

弟企业双双实现“小升规”。

如今，电商发展如火如荼，曹村也不

“落伍”。富家宝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曹北

村，2008 年率先在曹村起步探索电子商

务，主营食品机械。该公司面积只有 200

多平方米，年销售额却有1000多万元。该

公司负责人徐良朗说：“多年的信誉积累与

不断完善的售后服务为我们积攒了不少老

客户。”

曹村镇统战委员郑行知介绍，除了曹

北村，还有许南村是淘宝村，村里有 50 多

人从事电商，下一步还计划在曹东村打造

电商园，建成众创空间，为更多的电商打造

梦想孵化器。

曹村文化底蕴深厚。后晋年间，曹氏

三兄弟为避闽乱，从福建长溪迁居许峰。

经 200 多年的繁衍，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

族，从此许峰叫曹村。南宋绍兴二十七

年，曹逢时首登进士第，至此曹村文风渐

盛，人才辈出，历史上走出 82 名进士，有

“中华进士第一村”美誉。

曹村进士多，与当地民风朴实、勤耕

善读息息相关。早在南宋时期，曹绛创办

了凤岗书塾，曹豳建起了虎丘书院，教育

子女读书，培育良好的学风。曹氏《族规》

曰：“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曹氏家族大

力提倡“读书容身”，设立学田功名田产，

用于延时兴学，奖励功名，资助学子上京

赶考。

岁月沉淀，流转成金。曹村的文化越

来越丰富，比如元宵灯会是曹村的文化符

号之一。据说，曹村元宵闹花灯习俗来源

于南宋绍熙元年，曹叔远中进士，新年正

月回乡探亲，乡民为表庆祝，在村中金锁

桥上挂了一盏福星灯，这盏福星灯呈塔

状，由 10 多个灯笼组成。挂灯当日，正值

正月十五元宵，至此元宵挂灯的习俗就代

代传承下来，村民在花灯上贴“国泰民

安”、“风调雨顺”等祝词，表达吉祥平安的

美好愿望。

【提升】
文化礼堂落地生根
文明风尚源远流长

文化如光，启人心智，让人如沐春

风。优良的文化会影响社会风气，形成

文明风尚。曹村镇深谙此道，珍惜深厚

的历史文化财富，加快文化建设，打造软

实力。

眼下，曹村镇正着力打造天井垟文化

礼堂、许岙文化礼堂和南堡文化礼堂。目

前，天井垟文化礼堂的外围已翻修，南堡

文化礼堂正在改建中。3 个文化礼堂预

计10月底建成。

“文化礼堂传递文化的声音，搭起文

化的桥梁，让文化礼堂真正落地生根，才

能让村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曹村镇人

大副主席金波说，许岙的南拳文化、南堡

的耕读文化、曹东的进士文化等都是扮靓

文化礼堂的元素。

今年 4 月 5 日，市慈善总会曹村梦想

慈善基金正式成立。据悉，这是市慈善总

会所辖的第 51 个慈善基金，是《慈善法》

颁布后我市首个成立的公募慈善基金。

当天，曹村镇各界爱心人士现场认捐

237 万元。善款主要用于奖优、助学、敬

老、奖孝、励勇等慈善项目，联络乡贤，增

进乡情，共同助推曹村和谐发展。

王心海表示，希望通过慈善弘扬崇教

乐学、敬老爱幼、见义勇为的道德风尚，希

望把曹村梦想慈善基金打造成弘扬曹村

人文美德的重要载体，期待更多的爱心人

士加入。

农业为本：“三位一体”吹来改革春风

儒学为魂：勤耕善读正风气

山水为形：风景秀丽，移步即是景

南岙村老党员林敬种：
曹村越变越“年轻”了：新的道路、卫

生院、住房小区……发展态势越来越好。

这是曹村镇政府有作为的成果，也是党建

引领发展的表现。不同时期的党员有不

同的建设任务，如今的党员背负着剿灭劣

V类水、美丽乡村建设、“大拆大整”等任

务，沉重而光荣。曹村在变，党员为人民

服务的理念没有变。

东岙村在外经商者陈贤敏：
十几年前，我离开曹村，来到武汉从

事食品机械销售行业。如今，每逢过年都

会回到曹村。这几年，每次回来都发现不

一样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家乡的水更

清了、道路更宽了、环境更好了。看着家

乡越变越好，我感到由衷地自豪，也想回

家乡干一番事业。

温州美富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连连：
家人曾建议我把企业外迁，但我坚持

在曹村扎根，做强本土企业。如今，公司

已经在曹村经营 20 多年，正准备扩建。

我是曹村人，对曹村有别样的情结。这里

生态环境好，人文底蕴深厚，是个好地方，

我希望公司能浸染曹村的优秀文化。今

年4月，我和不少在外企业家还加入了慈

善梦想基金会，希望帮助更多的莘莘学子

和道德模范，把正能量传递给每一位曹村

人。

曹东村农业大户施正本：
7 年前，我加入合作社，重新拿起农

具。如今，我耕种了 330 亩土地，每亩水

稻年收益约 600 元。2006 年的“三位一

体”改革给农民撑起了“保护伞”。去年因

为遭遇台风，我损失了十几万元，幸好参

保了，得到 7 万多元赔偿金，最大程度降

低了损失。近几年，保险的力度逐年增

大，从过去的一亩地赔偿50元至100元，

到如今一亩地可赔偿三四百元，让农民更

放心地劳作。

元宵节花灯

天井垟

中华进士第一村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