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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东瓯史，半部在塘河。

连接温州和瑞安的温瑞塘河，从

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始，就是

水上交通大动脉。全长约34公

里的塘河，在历史更迭中名人辈

出，两岸沿途风光无数。

2021 年，瑞安市围绕“生

态、文化、旅游、城市”四个塘河

建设目标，对温瑞塘河瑞安段

全线进行开发、贯通，打造“七

铺塘河”城市亮点区块，“塘河

夜游”项目应运而生。

“夜游的起点就在东门古

渡，轮船码头有上百年的历史，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曾亲眼见

证过东门古渡的繁荣，能够再

现东门古渡旧景，我们也很高

兴。”夏雨介绍，“塘河夜游”项

目虽然没有为村里带来直接收

入，但为了全力支持项目的发

展，他们无偿贡献出五间房屋，

腾出空间对沿岸河道进行绿化

改造，支持瑞安城市发展。

晚上 7时 10分，“塘河夜

游”的游船里坐满了游客，华丽

的灯光、动人的音乐以及演员

优美的舞姿让人如痴如醉。市

民张冬茹拿着手机记录下了这

一刻，她说：“这是我第一次体

验‘塘河夜游’，灯光很有科技

感，演员的表演也很专业。”

现在，东门古渡已成为瑞

安月光经济的一道靓丽风景

线，围绕夜游、夜秀、夜食等需

求，推动发展夜间“餐饮+文化”

等业态发展。

“由东门菜市场改造提升

的塘河印象美食集，每年为村

集体带来200万元的收入。”夏

雨说，下一步，岭下村将继续夯

实致富“底子”，壮大集体“盘子”，

提高村集体经济的造血能力，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跬步千里，方可行稳致远。

眼下，岭下村蓝图已绘，共富只争

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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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彤瑶

9月20日，夜幕降临，

“塘河夜游”第一班游船载

满游客，驶离东门渡口。

游客们听着熟悉的民谣，

看着两岸璀璨的灯光秀、

绳幕水幕投影，感受塘河

流水悠悠、夜色朦胧。

岸边的游步道上，行

人三五结伴同行，孩子们

互相打闹嬉戏。“以前这里

环境没有那么好，晚上黑

漆漆的，大家都不往这边

来。现在我经常来这儿散

步，吹吹晚风，看看灯光

秀，别提多开心了！”79岁

的岭下村村民虞美英正在

散步，看到记者前来，主动

谈起村里的变化。岭下村

的变化正是瑞安城市化的

缩影，2023年，该村村集

体可支配收入2300万元，

村集体租金收入约800万

元，在不断向基本现代化

迈进的过程中，实现了旧

村变新城、农业变产业、村

民变“股民”三大转变。

1990年前，岭下村是一个

典型的贫困“城中村”。地无三

尺平、房无三间新，村民以务农

为生，村集体经济收入空白。

“别看现在万松路道路宽

阔，两旁店铺繁华，车流人流川

流不息，是城市的主干道之一，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30年

前这里就是一大片田地，跟乡下

没啥两样。”虞美英回忆起当时

的日子，心中充满了感慨：“大家

以为日子就要这么过了，没想到

迎来了拆迁。”

上世纪九十年代，瑞安启动

城中村改造。当时以老城区小

团块自发改造为主，如玉海街道

后垟村等。随后在优惠政策引

导下，我市又先后完成了安阳街

道筼筜桥、红光、杨家桥和锦湖

街道牛伏岭、莘塍街道周家桥等

旧村改造。2009年 4月，我市

颁布实施《瑞安市中心城区旧村

改造管理办法》，全面掀起城中

村改造热潮。

穷则变，变则通。为了突破

困局，当时岭下村村“两委”成员

狠下决心，抓住“旧村改造”的机

遇，启动了该村的第一个旧村改造

工程——岭下村嘉华锦苑工程。

“‘城中村改造’几个字，说

起来简单，干起来就没那么容易

了。一个村几千人，大家有各自

的心思，泼冷水的、不配合的都

有。从1994年开始动员，好几届

村委接着做工作，最终拆迁工作才

在我们手上完成了。”原岭下村村

委会副主任曾建龙告诉记者，当时

他们成立了征迁指挥部，挨家挨户

上门动员，讲政策、解疑惑、算利

弊，曾经有一户村民，他前前后后

上门跑了十几次才“啃”下来。

磨破了嘴皮、踏破了铁鞋。

2006年2月，岭下村开始实施整

体拆迁。一年后，项目进入实际

施工阶段，共拆除旧房365间。

2010年底，嘉华锦苑项目竣工，

建成7幢气派的高层建筑，还有

物业管理房等辅助性用房，以及

村办公楼、文体室、图书室等活动

用房，总建筑面积达9.4万余平方

米。其中住宅388套，面积6.3万

余平方米，安置388户居民。

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但虞

美英对抽签分房的那一天仍然

记忆深刻：“没想到还能住上新

房。我分到的房子有126平方

米，往窗外望去能看到塘河，楼

下就是便利店。真得感谢党、感

谢政府、感谢村干部，为我们老

百姓做了这么多实事、好事。”

城市化带来了契机，村里

其余闲置的土地该怎么盘活？

村集体的资产怎样能再增值？

这是那几年岭下村的村干部想

得最多的一件事。

“村集体的资产如何增值，

让村民真正富起来？这个问题

一直让村‘两委’很头疼。”夏雨

于2020年接任岭下村党支部

书记，说起该村的发展，他很感

谢老一辈村支书的远见。

2002年，为增强村集体经

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岭下村成立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村集体所

有的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

资源性资产等资产产权进行量

化。资产量化折合成股份，按照

一定原则配股到每个符合条件

的村民，村民变股民，每户凭股

权证领取一年一度股权分红，同

时成立专业团队进行管理。

短短几年，岭下村通过土地

资源激活了自身“造血”功能，

村集体经济一路破冰前行。

2013年，岭下村又发挥区位优

势，启动万松商务中心项目建

设，该项目占地面积22600平

方米，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

并自持 300 多个机动车停车

位，集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特

色美食、家庭亲子、生活零售等

于一体。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

各方面建设及设施得以改善，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村民当起了

‘股东’，腰包也鼓了起来。”夏雨

介绍，2023年，万松商务中心项

目为村集体带来1500万元的租

金收入，每户村民凭股权证一年

能领取2300元的分红。

仅仅股份有分红，远远不

够。作为一个以发展集体经济

而实现振兴的村庄，富起来后的

岭下村，幸福生活图景有了更多

的延伸。村里的钱一部分拿来

投资增值，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

来给村民发福利。目前，该村已

为65至70周岁以上的老人累

计发放补贴1亿余元，对本村考

上大学的学生发放奖学金50余

万元，全体村民在发展中切实感

受到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古渡新韵古渡新韵 点亮瑞安夜色点亮瑞安夜色
村集体年创收200万元

郑庆芳：

践行初心使命

奋斗在山岭和田间

“那时候整个都是荒山，山上没

有住所，大家就起早贪黑，先挑着草上

去，盖了草棚。”郑庆芳是马屿镇的退休

乡镇干部，说起过去，最让他记忆犹新的就

是万盘尖林场开荒山、种茶树的经历。“一心一意全

力以赴开荒扩种。干了躺下睡，睡醒了起来干，每天就这么两件事。”

那时候郑庆芳刚结婚，两夫妻在高山上一干就是7年，带领万盘尖林

场的场员们种植了绿茶460亩、松树4300亩、杉木12万株。

郑庆芳的成长历程和马屿这片土地“高度绑定”。他一心一意扎

根乡间，每到农忙时间，都要走遍片区的每一块农田。多年来，郑庆

芳见证了这片土地发生的巨大变化。美丽乡村建设后，到处都是宜

人景象；文化礼堂里，文艺汇演时时上演，歌声笑声不断；高架桥、高

速路畅通了道路；一处处“开心农场”、一个个“儿童乐园”。大家的生

活品质都是不断提高。

“虽然已经退休，我还要继续务实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比如做好老同志的思想工作，宣传党的和国家的政策。看

到国家发展的一年比一年好，我特别的高兴，祝福祖国繁荣富

强。”郑庆芳开心地说。

何美义：

扎根山区教育38年

见证山里娃“求学路”

“过去，我在瑶庄小学教书的时

候，学生们课桌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

凳，好些人只能站着上课。如今大家这

么优质的学习环境来之不易。”国庆节前

夕，在瑞安市新纪元学校芳庄校区三年级二

班的教室里，曾经在芳庄乡上了一辈子课的退

休教师何美义重新回到讲台，讲述了数十年来山区教育的巨大变化，

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特别的爱国教育课。

“当时学费很低，但还是有学生上不起学，遇到这种情况，老师们

都会帮着垫付掉。”说起过往，何美义记忆犹新。他说，他也有过调到

市区任教的机会，考虑到家乡山区更需要他，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

芳庄乡。“作为一名老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希望同学们努力学

习，刻苦钻研，奋发图强，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家乡。”

何美义用自己38年的青春与汗水，书写了奉献乡村教育的诗

篇，也见证了芳庄乡教育的兴起和山里娃的“求学之路”。伴随着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如今的芳庄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纷纷“回

流”，享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从破旧的老房子，到崭新的教学楼，

何美义以饱满的热情在偏远小学执教，无私地奉献着毕生的精力和

全部的爱心。在何美义事迹感染下，越来越多充满职业热情和理想

的青年教师也选择了扎根乡村教育事业，让一批又一批的“山里娃”

带着知识与梦想走出大山。

全国文明村、国家AAA级

旅游景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

范例……陈岙，在绿水青山间

打响旅游品牌，先后获得十余

张国字号、省字号“金名片”，陈

岙的美丽蝶变，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来此定居。

“现在陈岙环境这么好，我

们村又离得近，天天来，慢慢就

在这边安家了。”棣头村村民张

云平说。2022年，她和家人在

陈岙村买房定居，现在，家门口

就是生态景区，呼吸着新鲜空

气，心情变好了，心思也活络

了。

因水而兴，陈岙的旅游产

业集中在陈岙溪边。河道一侧

是休闲娱乐公园，游客堤边散

步赏景，老人悠闲地打着太极

拳，整齐划一的“小别墅”隐于

翠绿群山环绕下，一派宁静祥

和。而在河道的另一侧，却是

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不少

建筑垃圾堆放其中，影响村容

村貌。

做旅游，一定要不断给人

新鲜感。在陈岙定居后，张云

平便和家人把这片荒地承包过

来，花费一年时间，打造成“中

溪云谷亲子乐园”。如今，这里

一改往日的“邋遢”，铺上了翠

绿的草坪，建起了雅致的咖啡

馆。客人们三五成群，在天幕

下围炉煮茶、自助烧烤，孩子们

则在另一边滑滑梯、玩丛林探

险，一派热闹景象。

“最近天气凉爽了，我们这

边的户外活动也越来越多，这

两天就接了一个团建活动，会

有100多人到这边旅游，我每

天早上五六点就出门买菜了。”

张云平一边说着，一边为客人

准备着水果、饮品、烧烤食材。

随着周边旅游配套设施越来越

完善，陈岙不仅是夏日红火，更

是四季红火，每一个季节，都能

在这边收获风景与乐趣。

春雨滋润陈岙，唤醒大山

中沉睡的瀑布，山塘如镜，翠色

环绕，此时登山徒步，最是惬

意；夏日水上经济带“火”陈岙，

泳池漂流带来致富流量，泼水

节与音乐节碰撞出激情的水

花；秋日银杏“扮”美陈岙，邻里

文化节绘就温馨和谐的乡村画

卷，团建旅游好不热闹。

而如今，即将开启的滑雪

项目，又将在这个冬日焕“新”

陈岙，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我们都很期待陈岙的新

项目，村里发展没有‘天花板’，

我们一年四季都不歇业。”张云

平笑着说。

保护才有发展，可持续才

有未来。村口，“陈岙未来乡村

客厅”旁，“新思想、新思路”“共

强、共富、共享”等标牌显目。

这座不断创新、蓬勃发展的山

村，从不止于此，它牢牢紧抓青

山绿水的金名片，一再带给人

们新的惊喜，在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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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心星

9月底，秋雨绵

绵，山岙间水雾奔

腾，如梦如幻。走进

位于大罗山南麓的

陈岙村，沿着栽种着

银杏树的柏油马路

一路向前，来到陈岙

九龙游泳中心，这里

刚刚结束了一个夏

天的狂欢，如今，正

在酝酿着新的变化。

“目前，温州九

龙滑雪场项目正在

全力推进，计划在原

来九龙游泳中心的

基础上进行改造，开

发滑雪场、滑冰场、

嬉雪场，预计今年年

底建成，届时将填补

陈岙冬季旅游的‘空

白’，为村集体带去

350 万元的收益。”

陈岙村党总支书记

陈众芳说。

一湾陈岙溪，化

身自带流量的“致富

密码”，一棵百余年

的榕树，见证了陈岙

的沧桑变化。经历

了二十来年的发展，

陈岙从环境污染严

重的落后小山村，华

丽“逆袭”为全国文

明村、休闲生态村，

走上了绿色发展的

未来乡村之路，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在瑞安，几乎村村都有大

榕树，陈岙也不例外。2005年，

其中一棵古树因环境污染枯萎

死去，成为了陈岙人心中的痛，

也成了陈岙整治环境的突破

口。村民李小猛母亲的面馆，

就开在了村口一棵百年榕树

下。

2002年，李小猛去杭州上

大学，随后留在杭州与亲戚合

伙开办机械厂，6年后，母亲的

一通电话，把他叫回了村。原

来，随着陈岙实施“退二进三”

“青山白化”、旧村改造、生态建

设等工程，村庄一改往日的“脏

乱差”，水越来越清、山越来越

青。环境变好了，旅游业也开

始发展，来陈岙旅游的人们却

犯了难——村里没有饭店，想

吃个饭还得跑到附近的海城、

场桥。在这时，李小猛的母亲

“秀英嫂”做了“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在村里的帮助与支持下，

秀英嫂在榕树下开起了陈岙第

一家面馆。“当时店面虽小，生

意却一天天好起来，我就回家

与母亲一起开店。”李小猛说。

2012年，店面扩展，改造为农家

乐，第二年，引入酒店模式，开

设了5桌酒席，这一年，也是陈

岙村发展的关键一年。

“水上经济”是陈岙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擎，2013年，陈岙村

创新性采取“村集体控股、村民

入股”模式，成立瑞安市九龙观

光旅游有限公司，成功打造九

龙游泳中心及漂流等项目。旅

游业有了突破性发展，村里的

人气更旺了，每年景区接待游

客35万人次，每年营业额可达

3500万元。

“当时店里根本忙不过来，

客人必须要预约才有位置，遇

到周末和节假日，还得提前一

周预约。”李小猛回忆道，虽然

店面扩展，但依然不够坐，有的

客人只能在店外头加座。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让全体

村民共享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

利，更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村里各类小摊小店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饭店、乡村咖啡馆、泳

衣泳具店等应有尽有。原本单

调的榕树边，建起了别墅、高

楼，李小猛家的农家乐隐于绿

意与高楼间，别有一番风雅。

“来吃饭的人总问，你家饭

店在哪里呀？我回答说，就在

村口的榕树下！后来店名就改

成了‘榕树下农家乐’。”李小猛

笑着说，他这是“大树底下好乘

凉”，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小

小的店面才得以越开越大，前

几年，农家乐第三次扩张，“旅

游饭”越吃越稳。

“一年四季不歇业”

张贤延：

创新“快餐党课”模式

让党的理论入脑入心

“75年来，我们国家励精图治，踔

厉奋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

就。现在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科技日益发达、环境更加美好。”在国

庆节来临之际，瑞安市民社堂理论宣讲工作

室名师、瑞安市民政局原副局长张贤延在明镜公园

里，为一群年轻的市民政局党员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微党课”。

2004年，张贤延提出了“快餐党课”的基层党员教育方法，一次

次去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里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带到基层一线、群

众身边、百姓心里。

谈起创立“快餐党课”的初衷，张贤延表示，一次他到瑞安市荣光

集团宣传党的理论工作时，发现工人们上班时间非常紧张，“几个小

时长篇大论的党课，工人们听不下去，也坐不住”。他暗暗下定决心，

要精简党课内容，把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后来，他将党的方针、政

策、思想理论融进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物里，让工人从一个个生动

又有趣的故事中，领会到党的方针政策、辉煌成就，自然而然地学习

党的理论知识。

10分钟的“快餐党课”简洁明快，入情入理，很快就引起了市委

组织部、宣传部的重视，甚至向温州、省级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推广，后

来渐渐发展成大家耳熟能详的“微党课”。谈到“微党课”的发展，张

贤延直呼变化太大了：“我当时的10分钟党课，用瑞安话来说就是

‘白口讲’。现在的微党课用上了PPT，内容丰富、简练生动，年轻党

员思想活跃充满生机，讲课既流利又准确，比20年前的‘快餐党课’

水平要高很多。”

（记者 金冬冬 蔡自祥 叶天成）

我和共和国同龄

如果你翻开温州各地的宗谱，会发

现，扉页上几乎都有“平阳坑镇东源（东

岱）村xx梓辑”的字样。依靠古老的木

活字印刷术，过去几百年来，东源村以

修族谱为主要经济收入，但在机器印刷

的冲击下已逐渐没落。

转机在2002年出现。这一年，木

活字印刷技艺被发现、记录并发掘，全

国各地关于这一技艺的新闻报道也接

踵而来，东源村也随之逐渐出名。2003

年，市文旅局投入资金改造木活字印刷

展示馆（老馆），向外界展示这一古老技

艺。随后在2008年6月，以东源村“木

活字印刷术”为申报主体的“中国活字

印刷术”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0年11月，成功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2003年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开始，东源村入选第一批‘千万

工程’，造就美丽乡村的基础，也造福了

我们的村民。我们村的环境从此有了

初步的改善，原来路都不通，摩托车行

驶都很困难，现在有8米宽的大道，大巴

车也能进出。”东源村党总支书记吴魁

胜从2001开始担任村两委工作至今，

村庄的每一处变化，都有他的参与。

随着村庄环境改善，非遗文化的挖掘

开发，荣誉也随之而来。东源村先后入选

浙江省精品村、文明村、未来乡村等等，省

级荣誉让“东源村木活字”这张金名片更

加响亮。吴魁胜介绍，如今村里有三个研

学基地，最高峰时日均接待2000多名学

生；一家由本村大学生回乡开设的青年旅

社正在精心打造中，还有民宿、农场采摘

等配套设施。多姿多彩的乡村旅游带动

了东源村的经济发展，也让东源村解锁更

多乡村旅游的另一面。

“随着市场主体的相继加入，村集体

的‘合作伙伴’也不断增多，加上村里闲

置办公楼的改造、土地流转，现在村集体

一年有五六十万元的收入，这在20年前

都不敢想，那时候我们村集体是零收

入。”吴魁胜说。此外，各类市场主体的

加入，也为村民们尤其是留守妇女提供

了更多就业机会，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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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微微

初秋时分，平阳

坑镇东源村仍满目

绿意。一边是广阔

的农田，一边是茂盛

的高山，东源村仿佛

一颗心脏，恰到好处

地镶嵌于农田与高

山之间。这里珍藏

着一项传承了 800

多 年 的 古 老 技 艺

—— 木 活 字 印 刷

术。中国木活字印

刷展示馆坐落在村

中心，每年接待慕名

而来的学者、游客等

约5万人。

在这个小村庄

里，非遗文化、研学、

乡村旅游等形成了

闭环，成为乡村振兴

的最美底色，让原本

寂寂无闻的小山村，

吸引来自各地的游

客、旅游公司和创

客，原来在外经商的

村民也选择回到家

乡创业。村党总支

书记吴魁胜，村民王

法万、王法旗真真切

切体会到非遗给乡

村带来的改变。

9月26日，天台县三州学校校长范

宇杰，带领20名学生、10多名老师远道

而来，在瑞安开展为期三天的研学活

动，第一站师生们走进中国木活字印刷

展示馆。在参观后，师生们兴奋地自己

动手体验木活字印刷的乐趣。

像这样的研学、参观团，东源村几乎每

天都会接待好几波，还有很多非遗文化爱

好者、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慕名而来，拜师

学艺。王法万作为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第

24代传承人，他的学生中就有知名“网红”

李子柒。今年，李子柒还就任东源木活字

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

王法万从三岁起，就跟着父亲踏遍

浙南各地的村子，去修宗谱，十七八岁起

跟着父亲学习排版、仿字、刻字。在上世

纪90年代末，东源村很多修谱师下海经

商，他也随大流外出经商。直到千禧年

之后，东源村木活字印刷术揭开神秘的

面纱，被外人所熟悉，他再次回乡拾起祖

传老手艺。作为掌握木活字印刷术全套

技艺的手艺人，年轻的王法万回到村里

后，一直致力于将木活字向外推广“出

圈”，甚至于“破圈”，与不同产品开展合

作，将木活字元素应用到多个领域。

回村后的王法万创办了一家木活字文

创有限公司、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

打造木活字研学馆，推出“云家谱”……他

尝试着各种办法，让古老的木活字活起

来。还有许多企业联系王法万，希望把木

活字元素植入展示馆、文化墙中。

“温州机场也在与我们对接，对方希

望我们能在机场里设一个展示柜，展出

我们的木活字产品。10月可能还有一

位非遗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九月’，

要来东源村学习、拍摄。”王法万说，东

源村木活字IP，不仅要出圈、出海，更要

做好保护和传承。今年他还在进行木

活字推广进校园的“百校行”公益活动，

目前已经走进瑞安4所学校。

如果说木活字印刷术的手艺人用

匠心守护了这份传统文化和技艺，商人

则更看重木活字这个大 IP 的经济潜

力。村民王法旗看准了“东源村木活

字”金招牌，回村后留在村里创业，与合

伙人一起办研学基地、民宿等，带动村

民共富。

“在外闯荡20多年，游子思乡情结

比较重，2017年本打算回乡休息两年再

做打算，没想到在村里遇到了合适的项

目。”今年47岁的王法旗，刚成年就外出

当学徒，之后一直在上海开眼镜店，原

计划回村里“安逸”两年再做安排，却不

想在2019年，一门生意“砸”在他眼前，

他就此留在了村里。

在东源村东梨文旅产业园，东梨民

艺博物馆显得格外突出，馆内展示了木

活字印刷技艺、蓝夹缬技艺以及其他染

纺织技艺等相关文化产品。该馆在

2022年被评为第二批省级乡村博物馆，

这里也是非遗主题研学基地、东梨守艺

共富工坊，每年接待上万名学生，每月

还会组织留守妇女制作各类布艺产品，

在线上线下销售。王法旗作为本村人，

包揽了这个项目所有的后勤工作，包括

基础建设、采购等等。

去年底，非遗主题民宿“未见山染”

建成开放，补齐了东源村乃至平阳坑镇

吃住游乐购中“住”这一短板，进一步完

善文旅产业链。“未见山染”是东梨宿集

非遗主题民宿品牌之一，建筑面积750

平方米，借助“微改精提”专项行动，将

闲置资产打造为独具风格的主题民宿。

“国庆期间，我们民宿几乎都订满

了。除了研学团，平时的公司团建，年

轻人聚餐、生日会，也会选择我们这

里。村子发展好了，自己也会有荣誉

感。”王法旗说，现在东源村名气越来越

大，环境越来越优，游客也越来越多

了。一些在外打拼的同村人看到此情

此景，也愿意回村养老或者创业，希望

把家乡建设得更好。他相信，在新时代

的共富道路上，东源村只要继续打好非

遗文化牌，坚定文化自信，铸魂乡村振

兴，全力做好文旅融合新产业、好风景，

一定会有“好钱景”。

穷则思变 破旧立新
旧村改造迎来新机遇

把资源盘活把资源盘活 让土地生金让土地生金
经济合作社富了村民口袋

“大树底下好乘凉” 非遗文化非遗文化
铸就乡村振兴绚丽底色

木活字木活字
助力东源村“出圈”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吸引商人回乡发展

[[编者按编者按]] 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与共和国同龄他们与共和国同龄，，他们的经历正他们的经历正
是共和国鲜活的历史篇章是共和国鲜活的历史篇章。。7575年来年来，，他们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参他们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参
与者与者，，见证了共和国从见证了共和国从““站站””起来起来、“、“富富””起来到起来到““强强””起来的飞跃起来的飞跃。。
让我们走近让我们走近33位位7575周岁瑞安老党员周岁瑞安老党员，，通过他们的讲述通过他们的讲述，，感受时感受时
代的巨大变迁和崭新面貌代的巨大变迁和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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