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9

宁波

宁海：他们的名字叫“金雁”
本刊记者 /吴凌云 通讯员 /陈磊

2018.9

胡陈乡梅山村党支部书记 蒋善斌

“最干净的村，没有之一”

车行梅山村，长约2公里的村道，平坦整洁，不禁感叹：“这

里真干净！”一旁同行的当地人补充道：“而且这是村里的常

态！”

二十年前的梅山有一段民谣：“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

二百零，有女不嫁梅山人。”二十多年来，蒋善斌怀揣着一份发

展梅山的执着，带领村班子四处奔走争取项目，到处争取建设

资金，在各种创建活动中抢先进、争荣誉，在他担任村书记的

25年，梅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已是新农村建设样

板村。

当问起蒋善斌这些年为村里做了些什么，他的回答简单中

充满自信：“就干了一件事——环境整治。我觉得梅山是全宁

海最干净的村，没有之一。”

梅山变美了，又开始在垃圾分类上先走一步。胡陈乡作为

宁海县的垃圾分类试点，通过党建引领，强化党员责任意识，让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每个村民做村庄保

洁的践行者。

“其实，早在2016年，我们村就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

因村民接受程度差、奖惩机制缺乏等问题，阻力重重。”蒋善斌

说。2017年以来，该村依托党员联户全覆盖行动，深入开展

“党员+农户”的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机制，让党员分头到亲

戚、朋友、邻居家做动员。

一名党员、一名村干部、一名村监督员以及若干个村民代

表，这样细分到户的“3+N”管理机制，没多久就“治”出了成

效。“对村民来说，把地打扫干净容易，但是把垃圾正确分类确

是件麻烦事。而我们村干部要做的，就是以身作则，让习惯成

自然。”蒋善斌说，“今早我带队对全村165户人家进行了抽查，

结果非常理想，绝大多数农户自觉参与垃圾分类，只有一家分

错了类。”

力洋镇海楼渔村党支部书记 俞益曹

“唯有攻坚，唯有实干”

一座海头桥，隔开了两个村。

东侧是海头村，环境整治后的小村庄走上了“美丽经

济”新道路，成了美丽乡村建设新标杆。

西侧是海楼渔村，村庄面貌20年如一日，就连主干道

也是一排排违法建筑，不忍直视。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

村子却始终“脏乱差”。

采访伊始，俞益曹指着公示栏中自己的照片说：“现在

比刚当上村书记那会儿，瘦了十多斤。”没错，眼前这位晒得

黝黑的中年男子，跟照片上判若两人。2017年初，新一届

村社换届正式启动，1973年出生的俞益曹当选成为新一届

海楼渔村党支部书记。

干部说，利益关系太复杂，跳出来干点事，是不是就会

得罪人？村民说，干部求稳保太平，村里发展没动静，凭什

么支持村里事？——俞益曹很清楚，日积月累的小问题、干

群之间的小情绪，已经冻住了村庄发展的好前程。

如何破冰，打开僵局？唯有攻坚，唯有实干。一连几个

月，俞益曹天天在现场盯项目、看进度，村庄一点一滴的变

化让他感到欣慰而满足。

仅仅两个月，尘土飞扬的沙场终于搬走了，经过统一规

划和设计，原址成了农村文化礼堂边的长廊和广场；沿线10

多户村民的违法建筑被拆除；主干道拓宽，村里向七八户村

民租来五六亩土地，补种绿化，提升村庄“颜值”……

“这样的高效率，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想到。”力洋镇党

委主要负责人说，队伍过硬就是农村发展的战斗力，这句话

一点都没错。海楼渔村正是靠着选优配强的新班子，一举

改变了党组织凝聚力不强、干部履职能力偏弱和重点工程

推进不力等问题，补上了宁海“城乡和美”精品线上的“短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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