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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镇太牛了！一年出了 38 位‘学

霸’。”今年9月，一则关于林川的新闻在微信朋

友圈引起不小轰动，引得许多人为林川喝彩。

据悉，这 38 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同济大

学、吉林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杭州学军中学、温州中学、瑞安中学等国内外

重点大学、重点高中录取。

一个位于瑞安西部山区的乡镇，为何一年

走出 38 位“学霸”？这与当地浓厚的教育氛围

密不可分。

林川镇大部分村庄处在山区，但当地人深

知“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走出大山”的道理，崇尚

知识、努力读书；当地政府深知民生为本，教育

优先，致力于打破地理位置限制，盘活生源活

力，着力为村民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

今年3月，林川镇召开教育发展大会，将林

川镇中学委托给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办学，开

启林川教育发展新篇章，同时成立新乡贤教育

基金会，助力教育事业发展。

9 月 16 日，林川镇中学（瑞安市新纪元实

验学校林川校区）顺利揭牌，并收到了镇新乡

贤联谊会捐赠的 100 万元。据了解，自委托

办学正式协议签订后，各方合力对校舍进行

全面翻新修缮，并配齐教学设备，共计投入

1000 多万元，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学校面貌

焕然一新。

近日，记者踏进林川镇中学，放眼望去，到

处绿草如茵，修缮一新的校舍令人眼前一亮，

致知楼上“修身、伟志、博学、创新”的校训勉励

学生奋发学习。

学生家长周永收说，以前这里的校舍设施

陈旧，他担心孩子学习受影响，打算送孩子去

其他地方读初中，现在有了崭新的校舍，委托

教学后师资力量也变强了，家长没有了后顾之

忧，孩子也能安心学习。

据悉，自从签订委托办学协议后，林川镇

中学开始着手培训，组建优秀教师管理队伍，

并在集体备课、课程建设、课程开发、教研组活

动等方面与新纪元实验学校同步，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此外，在林川镇中学（瑞安市新

纪元实验学校林川校区）融入梯田文化、工艺

品文化等林川元素，打造具有林川特色的校

本。

发展教育是林川推进民生实事工程的一

个缩影。林川镇坚持人民至上，加大民生领域

投入，努力让林川更有温度、幸福更有深度。5

年来，该镇累计发放各类救助金 630 万元；推

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做到应保尽保；投

入资金 1412 万元，用于推进农村饮用水工程，

并完成14个村41座供水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提升改造验收等。

■记者 项依晴

日升月恒，江河奔流，时间的

脚步从不停歇。近年来，林川镇

干群合力，以大地作纸、以奋斗为

笔，将绿水青山绘入“青春都市·
幸福瑞安”的绮丽画卷，让“七彩

童话小镇”的标识更加鲜明，让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主旋律更加

响亮。

近五年来，该镇新增规上企

业 4 家、科技型企业 8 家；累计建

设项目 17 个，投资额 1.33 亿元；

整治脏乱点3650处；发放各类救

助 630 万元，新建 21 个文化礼堂

⋯⋯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综合

实力的增强、生态“家底”的厚植、

民生福祉的升级。

绿水青山间

林
川

站在林川镇政府所在地的观景台上一眼

望去，石埠坪村黄家垄自然村尽收眼底，整个

山村被色彩点缀得仿佛一个童话王国，一幅幅

墙绘透着灵动、俏皮。

“这些墙绘不仅改变了村庄过去的‘脏乱

差’，还吸引了不少人来游玩、拍照。”村民吴女

士告诉记者，村庄干净了，还能拉动人气，大家

心里乐开了花。

据悉，这个“童话村”的创建得益于 2017

年林川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该镇把溪坦

村和黄家垄自然村作为重点，以点带面，提高

全镇“颜值”：2017 年，投入 200 余万元打造村

居彩绘墙，投资 2895 万元完成镇入口景观带、

石马山岩刻公园、文创公园建设；2018 年投资

2000 万元，布局创意文化体验区、礼品产业集

聚区、七彩童话游玩区、水库风光慢享区、古道

村落探索区五大功能区，打造产业优、环境美、

功能聚的特色小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目的是打造‘七彩画乡、

写意林川’。我们通过打造溪坦和黄家垄两处

亮点，以点带面，让林川成为宜居、宜业、宜游、

宜商的美丽林川。”镇党委书记陈冰说，从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到持续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该镇先后投入 5000 多万元全面改造街区

及周边环境，施美生书画馆、沿溪休闲栈道等

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构建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

新格局，刷新镇村“颜值”。

溪坦村有一条长 1.2 公里的工艺路。顾名

思义，这条路的两侧坐落着许多工艺品加工

厂，还有许多加工点、小生产商。十年来，这条

道路见证了溪坦村工艺品产业的茁壮成长。

林川镇被称为中国工艺礼品生产基地，而

溪坦村是远近闻名的出口工艺品加工村，全村

因工艺品而兴旺，如今共同富裕的路上还是离

不开工艺品产业的发展。

瑞安市双明圣诞礼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双明”）董事长王连明曾担任溪坦村村委

会主任，十分了解该村工艺品产业的发展。他

告诉记者，“双明”年产值约 2100 万元，每年在

当地采购半成品超 500 万元，这些半成品很大

部分来自本村的加工户。

据悉，溪坦村有 15 个原材料加工点，村里

80 岁以下的村民或多或少掌握了工艺品加工

技术。“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家参与半成品

加工。”59 岁的何权益是村里知名的手艺人。

他告诉记者，全家三个人，光是加工蝴蝶结工

艺品，每年平均收入十几万元。

村企联动聚合力，赋能发展促共富。近年

来，林川镇始终坚持产业发展为核心，开展要

素制约攻坚，整合街区“文化+产业”资源，推进

特色工艺品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创体验、研

学等业态发展，溪坦工艺礼品文化创意街区获

评浙江省级文化创意街区，荣获“温州工业旅

游新锐十景”称号。2021 年，该镇成立工艺礼

品村企党建联盟，打造工艺礼品共富工坊，打

通政府、村集体、企业、农户四方通道，推动农

户就近就地就业增收。2022 年 1 月至 7 月，该

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0.99亿元，完成外贸出口

0.95亿元。

“如今，林川已有6家规上企业和200多家

中小企业，探索走出了出口转内销、文旅融合

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林川镇工艺品协会会

长陈爱雪说。

丰收节

工艺品展示厅

发展从装扮“面子”启航
借环境整治东风，绘就“七彩童话小镇”

幸福从筑牢“里子”萌发
以特色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杠杆

梦想从守好“底子”开始
民生为本，幸福生活更有质感

林川绘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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