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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好支书 扛起共富新使命

陈可伟：畲乡教育先锋的践行者

“教育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桩事

业，是一桩能够安顿灵魂的理想职业”。这

是景宁民族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可伟

对教育事业的哲思与追求。他以一生的教

育执念，追逐“做有温度教育，当幸福引路

人”的职业理想，躬耕景宁教坛三十多年

来，以实际行动担纲“畲乡教育先锋的践行

者”。

作为教育改革的实践者，陈可伟立足

学校实际，明确“聚焦高质量发展，办有温

度教育”的发展目标。他潜心钻研，以学校

管理为切入口，凝聚各方智慧力量，打造

“和畅党建”特色品牌，建立起“和畅党建”

“和悦管理”“和乐德育”“和通课程”“和雅

教师”“和真课堂”六大发展路径，引领学校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在他带领下，学校“干部有担当、教师

有情怀、学生有成就、家长有信任”的良好

氛围逐渐形成。他个人也先后获评丽水市

优秀校长、丽水市教育教学提质突出贡献

个人、畲乡优秀校长等荣誉。

近年来，景宁民族中学教育教学质量

实现全面提升，连续4年中考越阶攀高，连

续3年获评丽水市教学质量进步奖，还先后

获评“浙江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试点学校”“浙江省教育机器人示范学

校”“丽水市中小学智慧校园示范校”等荣

誉30余项，更是成功入列浙江省现代化学

校，学校发展进入新阶段。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把景宁民族中学打造成一所有温

度、有情怀、有文化、有理想的学校，是陈可

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平凡的教育之路上，

他守望着教育理想，以实践书写了对畲乡

教育事业的挚爱深情。

陈兴和：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千亩茶园助民致富，闲置资产促进增收，

美丽乡村生态宜居……在澄照乡三石村，一

派新时代山区乡村振兴美丽新图景正生动

展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兴和，

从底子、里子、面子等方面出妙招、下真功，

带领全村人一起走上致富路。

“茶产业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一定要

把它做好。”2020年，陈兴和回村上任后的第

一个想法，就是推动三石村的茶产业发展更

上一个新台阶。

3年来，陈兴和带领村两委干部以思路

换出路，持续在茶产业上下功夫。一方面，

他鼓励农户种植茶叶，创新推出“养羊控草”

“引鸟捉虫”，实现茶产业扩面提质；另一方

面，他推进数字化茶园建设，建成全县最大

的茶青交易市场和首个茶青展览馆。目前，

三石村有18家茶叶企业，茶叶种植面积达到

5300 余亩，茶园覆盖 90%农户，有效解决在

村村民就业问题。

在项目招引上，陈兴和积极为村集体谋

出路、想办法，努力做活“资源”“资产”文

章。针对村内存量厂房、土地等资源，他积

极利用相关政策，采用租赁经营、转产经营、

合资合作等方式，成功招引“小香薯”示范种

植基地建设项目、生态湖羊基地建设项目等

10余个项目落地，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解决

就业人数100余人，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5万

元。

“群众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要把群众

所想、所急、所难放在心上。”在基层治理方

面，陈兴和这样说，也这样做。景文高速项

目实施涉及到部分村民拆迁问题，陈兴和一

方面积极配合征迁安置工作，另一方面争取

给每位村民一个满意答复。对于村民合理

诉求，他多次协调邀请第三方重新评估认

定，保证村民利益；对有情感留恋的村民，他

多次上门关怀劝导；对于超出政策标准谋求

利益的村民，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进行处置，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孙伟平：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29年，意味着一个孩童在慢慢长大，即

将步入而立之年。而这个“孩童”在孙伟平

眼里就是深垟村。1994年至今，他已经担

任东坑镇深垟村党支部书记29年。

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孙伟平着力抓

党建凝聚人心。他积极开展党组织涣散整

顿、规范提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每月

召开支部主题党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

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性。制定《村规民

约》，规范村级事务、约束村民言行，增强村

庄的凝聚力。

“石头房、石头路、石头墙在村里随处

可见，要把这些特色元素挖掘出来，做成乡

村旅游新亮点。”孙伟平带领村民将这些

“石寨”特色与多肉花卉相结合，在公共场

合全部种上多肉，让古老的畲村建筑与现

代的多肉文化相碰撞，提升了村级“美度”，

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打响了

深垟“多肉石寨”的特色招牌。村里环境整

好了，孙伟平又琢磨着怎么提升老百姓收

入。

2009年，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大学生吴

勇回乡成立雅景花木专业合作社，在镇党

委支持下，村党总支与合作社联合打造雅

景多肉“共富工坊”，更是推出免费培训、统

一供苗、居家散养、兜底销售的一站式服

务，带动全村农户种植多肉发展“庭院经

济”。同时，还别具一格地探索多肉的多样

化呈现形式、利用形式，推动多肉从传统的

种植销售向精品化、产业化、多元化发展，

催生农家乐民宿12家、写生基地1个、研学

基地1个，形成集多肉种植、销售展示、科普

研学、文旅观光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截

至目前，雅景多肉“共富工坊”共吸纳就近

用工 40 余人，带动 50 余户村民发展“多肉

共富庭院经济”，户均增收2万余元。2022

年，深垟村集体收入成功突破30万元，村民

的钱包鼓了起来，村集体也更有发展的底

气，小多肉成功开出“共富花”。

看着越来越美丽的深垟村以及村民脸

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孙伟平信心满满，他

说：“连石头缝里都能开出花，我们深垟差

不了！只要我干得动，就会一直带着大伙

儿一起干，我们一起共同富裕！”

张大满：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要把这个家操

持好，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位。”这不是豪言

壮语，这是鹤溪街道百岁社区党委书记、村

监会主任张大满的心声。自2020年担任社

区党委书记以来，他每时每刻都将群众摆在

最重要的位置，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

的幸福指数，提升居民生活归属感。

百岁社区作为鹤溪老城的所在地，有

“一大三多”的特点，是景宁融合型大社区，

老年群体多、老旧房屋多、求学家庭多。身

为社区书记的张大满，经常带领工作人员，

深入居民家中，听民意、解民忧。居民是否

满意，是对社区工作的最好评判，而要让居

民满意，就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要当好这个

‘大家长’，不仅要主动耐心服务好居民，还

要有想居民所想、忧居民所忧的理念，只有

这样，大家才能更加信任你、支持你。”张大

满说。

上任以后，如何做好融合型大社区治理

工作至关重要。张大满积极探索践行“街坊

共治”治理新路径，发挥老干部、老职工、老

军人的优势，组建起街坊调节团、街坊帮帮

团、街坊劝导团3支队伍，搭建游动“街坊议

事堂”，在互相交流中了解居民生活诉求，梳

理居民需求清单、社区服务清单，推动第一

时间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截至目

前，百岁社区已吸纳街坊能人72名，开展街

坊治理153次，解决群众难题167个。

面对社区儿童、老人、困难家庭等群体，

张大满通过创建红色家园、康乐家园、七彩

家园、平安家园、文化家园等“五园建设”，不

断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同时以社区老年

服务综合体为载体，联合不老松居家养老照

料中心、县老年体协等驻区单位力量开展日

间照料、预防保健、康复医疗、文体娱乐、学

习成长等为老服务，同步结对社区135位高

龄老人，建立一老一档数据库，精准嫁接服

务需求。

“做群众的贴心人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功

课，我将尽自己所能满足社区内居民的所需

所求，真正做到与群众心贴心、情相融。”张

大满说。雷淑静：企业职工的服务员
出生于 1997 年的雷淑静，是景宁宇海

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副

主席。她虽然年轻，但是做事雷厉风行，尽

职尽责。

“让党建更好地引领企业发展。”是雷

淑静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她大胆创新、细心

落实，探索在宇海公司建立以“党建链”为

主体、“产业链”贯通式辐射的党建联建工

作机制，带领党员干部和职工们一起投身

宇海的建设和发展中。

“刚来这里还习惯吗，带教老师怎么

样，工作上有问题吗？”在公司的包装车间

内，雷淑静挨个询问新入企的职工，倾听他

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宇海公司在职员工有

400余人，多数是异地安置到景宁民族创业

园的搬迁群众。为使新职工快速融入企

业，雷淑静牵头建立“红色导师”制度，通过

党员与新员工“一对一”结对，“手把手”陪

教，让“红师傅”带优“蓝徒弟”，有效帮助

200余名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稳定增收，真

正让搬迁群众实现“楼上安居、楼下乐业”

的美好愿望。

“我是企业职工，但我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永远不会改

变的初心。”雷淑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2023年，她以党支部为抓手，设置宇

海“共富车间”，为安置区移民提供技能培

训，解决就业难题。同时，她带领宇海公司

职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益，为

属地幼儿园、党群服务中心等单位赠送幼

教装备产品。

雷淑静把建强企业文化作为增强企业

发展活力的重要引擎，建立“书记领学”机

制，以“班前十分钟”为载体，党员轮流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八八战略”内涵，推动党

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落地生根。作为工会副

主席，雷淑静建立了职工家庭信息库，详细

登记职工的身体状况、子女上学、医疗保障

以及生活情况，并建立档案300余份，职工

伤病住院时，她还主动联系职工并给予慰

问。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

奖不如群众的夸奖。”在服务群众的路上，

雷淑静尽其所能，传递党的心声，用温暖与

坚守诠释一名新时代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蓝晓华：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人

秉承一份初心，担当一份责任。鹤溪街

道敕木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蓝晓华自上任

以来，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集

体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村庄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通过大力招引重点项目和优秀企业，

合力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实现增收，带领敕木

山村群众在乡村振兴路上“跑”出幸福生活。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蓝晓华

深知这一点，作为拥有8800亩茶园的茶叶大

村，惠明茶成为了全村最重要也是最有潜力

的产业。2023年8月，落地于敕木山村的“年

产3000吨惠明茶产业项目”顺利完成开工入

统，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变敕木山村产业

支撑不足的现状。为保障该项目顺利实施，

蓝晓华带头深入村民家中，一家一户细心讲

解政策、说明项目优势，集中力量主攻项目

红线范围的土地清表工作，推动6万多平方

米地块范围内的棚寮、鱼塘等部分场所的全

面清表，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

础。

“共同富裕，关键在农民富裕。”为了让

农民“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经济富起

来，蓝晓华一方面深挖惠明茶资源，坚持“向

内挖潜”，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坚

持“向外借力”。近年来，敕木山村通过“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共建模式，带动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年增收 15%，农民亩均增收 500

元；通过浙江隐墅文旅集团打造特色民宿，

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增收 15.2 万元

且每五年按80%递增。如今，敕木山村已跻

身经营性收入“百万村”行列，村集体和农民

致富能力越来越强。

“生活改变，关键在观念转变。”美丽家

园是环境之美、生态之美，更是民风之美、文

明之美。蓝晓华把环境整治作为改善民生

和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抓手，带领全村干

部、群众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整治、大提升，

广泛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活动，大力培育乡

风文明，通过多种形式，引导鼓励村民保持

淳朴善良的传统，用文明乡风扮靓美丽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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