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市纪录小康工程展馆
宣城市纪录小康工程展馆，

就坐落在下吴村。
该馆于 2021 年 7 月建成开

馆，总面积210平方米，是我省首
个地级市纪录小康工程的展馆。

展馆缘何选在下吴？既是
因为这里处于苏皖边界的地理

位置，也是由于《人民日报》报道《山这边，山那边……》
的缘起。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今天的下吴已是长三角
一体化苏皖合作示范的一个乡土样板。

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浮雕《这一站，小康》。
浮雕背景为宣城敬亭山和郎溪伍员山，一辆高速行

驶的复兴号列车穿山而过，带着解放思想的前进号角，
抵达“小康站”，预示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

列车左边是宣城的地标性建筑，宣城高铁站、市图
书馆、市博物馆……右边是郎溪地标性建筑，新和旅游
度假区、郎溪高铁南站、定埠港等。

展厅的主题为“奋进！宣城”，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市级展厅，包含“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作为”“新
画卷·新气象”“新篇章·新内涵”“新格局·新成效”5个板
块，用文字和图片，记录宣城在全面小康路上的奋斗历
程；以实物和场景，展现宣城在前进征途上的坚实足迹。

第二部分县级展厅，包含“雄关漫道”“众志成城”
“战地黄花”“沧桑正道”4个板块，以视频、图片、沙盘模
型等多种形式，全景式呈现郎溪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

村振兴之路的累累硕果。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凌笪乡下吴村扶贫工作队办

公室”的实景再现。
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一盏旧台灯、一把磨掉了

漆的椅子、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无声地展示了脱
贫路上的艰苦奋斗、艰辛汗水。

一张“下吴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路线图”，细致地勾
勒了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教育扶贫……之脱贫路径，抵
达的终点是“全村减少贫困户82户223人”。

展厅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照片墙结束，一张
张贫困户脱贫后的灿烂笑脸，就是全面小康展馆最生动
的诠释，也是“奋进！宣城”主题最鲜活的注解。

（本报记者 刘畅）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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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下吴“双村记”

冬日下吴，暖阳如春，我们在冬天里
寻访春天的故事。

忆往昔，《人民日报》的“三看山这边
山那边”，揭开春天故事的序章：改革开
放时期，“山这边”以“山那边”为标杆，知
耻后勇、奋起直追，一任接着一任干，改
革开放不停步，奋力奔跑在全面小康路
上，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蝶变为乡村振
兴示范村。

看今朝，四看下吴，春天的故事翻开
新的一页：进入新时代，山这边与山那边
携起手来，基础共建、生态共治、发展共
融，唱响了一出共进共赢的“双村记”。

■基础共建地缘亲

刚到下吴，一条标有红黄蓝三种色彩
的彩虹公路，在青山绿水间延伸。

这就是溧阳“1号公路”下吴段。这条
景观大道，是山这边与山那边2008年开
展基础共建时结出的一颗硕果。下吴村
党总支书记蒋福金介绍：“当时修路的资
金由山那边溧阳市投入，下吴村积极配合
做好征地拆迁和相关工作。”

十多年过去了，合作在继续，道路在
“生长”。

为了借势溧阳“1号公路”这条黄金旅
游线路，2020年，“伍员山通景公路”建设
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郎溪县6条“美丽公路”实施项目
之一，也是下吴村畅通“微循环”的重要之
举。这是一条新的纽带，起点在溧阳“1号公
路”，经下吴村白茶扶贫基地，环绕罗市中心
村再连接溧阳“1号公路”，形成一个环线。

对茶农邱君烈来说，这条修到山脚下
的路，让他和山那边茶叶生产经营合作更
密切了。

他在村里第一个种植白茶，茶叶主要
销往山那边。他学习过《人民日报》的报
道，2019年11月，他将自家的合作社干脆
取名为“郎溪县山这边山那边茶叶种植专
业合作社”。

下吴村是凌笪镇唯一一个茶产业专
业村，选择茶叶为主导产业，用蒋福金的
话说：“是向山那边学来的好经验，用活山
场资源，用好招商政策，把山那边的客商
吸引来，把荒山变成茶山。”

路通百事兴，路通村更美。
冬日暖阳，走进村内，一幅赏心悦目

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扑面而来；最有特色
的，是风格统一的新徽派村舍。

2019年起，村里积极整合各类项目资
金，前后投入近 4000万元，对全村房屋
的外立面进行统一改造。外墙是清新

的白底上勾勒了灰色的线条，门窗都加
上了简洁的木框，有皖南韵味又有简约
之风。

这一次，山这边走在了前面。
山这边焕发的新“颜值”，激发了山那

边的建设热情。洑家村老书记王海清笑
着说，“溧阳的市领导带队到下吴村考察，
回来就坐不住了，要向你们学习美丽乡村
建设经验。”

洑家村以“两拆两清”（拆除违章建
筑、拆除闲置危房，清理坑塘、清理房前屋
后卫生死角）为切入点，全面推动人居环
境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我们翻过伍员山来到洑家村，丽日晴
空下，这里又是一幅别具风情的田园画
卷。统一改造的民居，立面是赏心悦目的
橙黄色，古朴自然。

在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山两
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生态共治家园美

每天清晨，一辆从溧阳市天目湖镇驶
出的垃圾清运车，停靠在下吴村村部，将
一桶桶垃圾清运而走。

这是苏皖两省边界地区首次联手加
强生活垃圾处置，也是两省共治共建生态
环境的创新之举。

下吴村位于天目湖上游，为了进一步
做好饮用水源的保护，天目湖镇与下吴村
多次沟通商讨，探索省际生态一体化保护
新机制。今年4月初，两地就合力保护天
目湖水质达成共识，启动区域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

6月起，下吴村洙漕河流域15个自然
村800余户居民的生活垃圾，由天目湖镇
收运处理。

这并不是两地在生态治理上的第一
次“牵手”。

山那边的社渚镇，是青虾第一镇。受
其产业辐射，下吴村青虾养殖业发达。“去
年6月份，天目湖镇主动找到我们，提出以
生态补偿的方式，引导养殖户退出水产养
殖。”蒋福金说。

经过反复商讨，5月11日，两地正式
签订退养协议，下吴村102户 2880亩青
虾全部退养。按照相关补偿标准，2233余
万元退养奖补资金全部打卡发放到村民
手中。

5月31日，下吴村青虾养殖大户赵明
发收到了50余万元的退养补偿款，在这之
前，他养殖了70多亩青虾。

“虽然养殖效益不错，但为了蓝天碧
水青山，我们支持退养。”他不仅带头签订
协议，还主动帮助村里开展土地流转工
作。在他看来，只有好生态、好环境，山两
边才能迎来更好的发展。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山两
边的生态互联共治，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
的大背景下，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2021年，涉及江苏溧阳和安徽郞溪、
广德三个相邻县（市）的苏皖合作示范区
管委会获批成立，这是全国首个以县为单
位、以生态为底色的跨省合作区。

■共融发展旅游兴

今年，下吴村喜事连连。
村集体经济有望突破 100 万元；设

在村口的宣城市纪念小康工程展馆，已
于7月建成开放，接待参观人数近万人
次。伍员山游客集散中心基本建成，山上
游步道已建好贯通，伍员山正成为新的
网红地标……

作为村里的“颜值担当”，“昔慢·乐
山”民宿自 11 月 30 日开业，很快火到

“出圈”。
这是一间颇具文艺范儿的民宿，也是

山两边共融的一个现实成果。
2019年底，来自常州的文创企业——

天人合艺，一眼相中了这里的美丽环境，
租用村“两委”流转的闲置民居，投资近
300万元，建起了村里第一家民宿。

从筹备到建成，钱雪燕一直负责这个
项目。她说，很喜欢这里空气好、生态
优。特别是村里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民宿
建设，村民们也很给力。

发展民宿经济，是下吴村新一轮发展
的破题之作。

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陈福元认真分析，有山两边的故事，有连
接天目湖景区的旅游大道，有地相近人相
亲的天然优势，下吴村要承接好山那边旅
游外溢效应，在绿色发展、农旅融合上，再
迎一次新蝶变。

陈队长的这个想法，不仅得到村班子
的支持，更得到了村民们的响应。

吴定义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
他曾在外跑运输，前几年回乡做起茶

叶生意。眼下，他正忙着装修自家的“花
涧民宿”。有满山遍野的茶园，有稳定的
茶叶收入，可吴定义还是决定，响应村里
的号召，在民宿上试一试。“我们村现在这
么美，一定会有更多的游客来，这是一个
好机遇哩！”

凌笪镇党委书记史铁军向记者介绍，
目前，乡村振兴示范村文旅基础设施项目
已启动，镇里将围绕打造皖苏边界休闲旅
游基地的目标，加大与山那边的互动合
作，拓展乡村旅游的空间与内涵。“山两边
一起做大旅游经济蛋糕，携手谋发展，融
合迎蝶变。”

山那边也这么想。金山村党总支书
记黄忠新很谦虚，他觉得下吴村近年的发
展很快，值得他们好好学习；说到未来的
发展，这位年轻的村书记显得很兴奋，“我
们山两边要融合发展，携手进步，共同唱
响一出‘双村记’。”

山这边，山那边，春天里的故事还在
继续…… （本报记者 顾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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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员山下话蝶变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报 道（二十）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戴巍摄）

下吴村地处皖苏交界，伍员山的
山这边是下吴村，山那边是江苏省溧
阳市洑家村。1995年、1998年、2018年，
《人民日报》以“山这边、山那边”为视
角，三次报道了下吴村由贫困到振兴
的华彩蝶变。

今日下吴村作为“宣城市第二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以省级美丽乡村罗市中心村、市纪录小
康工程展馆、伍员山风景区综合开发等为重点，打造皖苏边
界休闲旅游基地，正努力探索一条产村景相融合的乡村振
兴新路。

郎 溪 的 下
吴村坐落在伍
员山麓。

伍员山地跨
皖苏两省，名来
有自，传说春秋

时代的伍子胥曾在此游历。
但让下吴闻名遐迩的并不是古旧的传说，而是发生在春

天里的故事。
1995年、1998年、2018年，《人民日报》记者三次探访伍

员山，以“三看山两边”的独特视角，持续报道了伍员山麓苏
皖两个村——下吴、洑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解放思想、你
追我赶、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

山这边，山那边，一段春天里的蝶变故事就此写下序章。

■惊雷催春

下吴村的蝶变是从一声惊雷中开始的。
引爆这声惊雷的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1995年的初夏，《人民日报》记者王惠敏来到伍员山，踏访

一山之隔的苏皖两个村，写出了通讯《山这边，山那边……》。
在下吴村的宣城市纪录小康工程展馆里，1995年7月

28日的这张《人民日报》，陈列在醒目位置。
微微泛黄的新闻纸上，《山这边，山那边……》里这样写

道：“山两边的自然条件相似，民俗相同，山民共砍一山柴，同饮
一溪水……除了隶制上分属两省，其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
是，从80年代开始，山两边的区别却渐渐地明显起来……”

区别何在？王惠敏的笔触毫不留情，山这边的下吴村远
远落后于山那边的洑家村。

这是下吴人记忆中的隐痛，也是下吴村春天故事的开端。
时任下吴村党支部书记向领兵，那一年37岁，还是血气

方刚的年纪。他说，看到这篇报道，第一感觉是不服气。
冷静之后，向领兵承认了客观现实。“洑家村改革的步伐

比我们快。”他比较过，1994 年，那边的村民人均年收入
3000多元，这边下吴村人均收入刚过千元。

“山两边到底差距在哪里？”
向领兵急了。下吴村痛了。
村党支部带着村干部、党员、群众一遍遍学习报道，“大伙憋

着一口气，论解放思想，我们大包干比那边还早；论资源条件，我
们也有8000多亩山林，可收入为何比那边6000亩还少……

这个沉重的问号，如巨石投湖，激起的波澜远远越过了
下吴村。

报道刊出后不久，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赴山两边调
研，引发了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

大讨论中，下吴村在省委、地委、县委的帮助指导下，
找到了差距——思想观念的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理清了思
路——改革发展的步子要更大更快；明确了目标——解放
思想找出路，三年赶超洑家村。

一声惊雷催春来。下吴村春天里的故事，由此开篇起笔。
从最熟悉的农业开始，下吴村党支部学习洑家村的做

法，号召大伙种植经济林木。
村里从县林业局采购了40万棵板栗树苗，免费发给村

民。还积极争取县里支持，创新办起蚕茧收烘站，发桑苗、收
蚕茧，拓宽村集体和农民增收渠道。

思路一变天地宽，下吴村初尝改革甜头。“100斤的水稻
只能卖几十块钱，100斤的蚕茧却能卖到1000多块。”这是实
打实的增收。

但村党支部看得更远，基础设施建设利于长远发展，争
取电力设施、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的改善，并在1996年筹资
20余万元，新建了一所2层12间教室的新校园。

今年已60岁的向领兵，回顾那一段历程，感慨不已：“这
篇报道不仅惊醒了小富即安的我们，更让下吴村全村心往一
处想、拧成一股绳，那就是思想观念再解放，改革开放迈大
步，奋起直追洑家村。”

■三年赶超

“三年赶超洑家村”，这是下吴人的目标，也是下吴村蝶
变的第一个标识。

199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记者王惠敏再次来到这
里，以《三年再访山两边》的报道，描绘了这三年下吴村的努
力、奋斗、成果。

这一回，他的笔触仍然犀利，山两边的“角色转换”出乎
意料：“山这边”先前落后的下吴村，思想上的“破冰”带来了
发展上的“突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处处是生机活
力。而相比之下，“山那边”曾经领先的洑家村发展速度明
显慢了。

对下吴村来说，这篇报道是鼓励，更是继续发展的动力。
第一个三年目标顺利实现，只是赶超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1999年，下吴村的接力棒，传到了35岁的李德胜手中，

他一肩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从《人民日报》第一篇报道开始，我们就建立了‘山两

边、大家谈’的学习交流机制。”李德胜说，第二篇报道刊发
后，下吴村并没有沾沾自喜，大家在讨论中统一了思想，还是要
走改革创新之路，“山两边比学赶超，谁松一松，谁就落后了。”

下吴村通过开发集体林地、办精制茶厂、创办蚕茧收烘
站等一系列创新之举，收获了改革成果。

现在，还要继续改革，书写第二个春天的故事，那就是招
商引资，激发蝶变效应。

村里山场资源丰富，是招商的沃土。
2001年，下吴迎来第一个外地客商——来自山那边溧阳

市竹箦镇的宋超平，承包下90亩荒山种植白茶，激活了下吴
的茶经济。

2003年，来自江苏常州的客商余福海投资1000万元，又
将500亩荒山变成茶园。

紧接着，第3家、第4家……先后有11位江苏客商投资发展
白茶、黄金茶，下吴的万亩荒山变成了绿意葱茏的茶山。

村“两委”依托扶贫产业项目，先后种植了250亩白茶，建
设了白茶基地；并围绕“三变”改革，与江苏天目湖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入股合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2017年，依靠发展茶产业，下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0万元，一举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今年57岁的李德胜是承前启后的一任书记，他的记忆里，
最值得回味的，是大伙甩开膀子改善交通条件的火热岁月。

那是1999年的7月，他刚上任。“虽然经济赶上去了，但
是我们的道路设施比不上山那边。”说干就干。他带着村干
部们在最热的季节，连干40多天，把村里9里长的主干道，从
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不拿一分钱报酬，就戴个草帽，带上
自家的工具，没日没夜地干。”

实干铺就赶超路，标杆在前，下吴村人不能偷懒，也不愿偷懒。

■乘风蝶变

弹指一挥间，20年的时光悄然走过。
时间来到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12月

14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三访苏皖山两边》。
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三看山两边，格外意味深长。
这一次，山两边已经从过去的比学赶帮、竞相发展，进入

到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先看山那边，洑家村青虾养得欢。社渚成为养殖青虾特

色镇，拥有6.5万亩青虾养殖面积，从事青虾养殖的农户达
1300多户，年产值5.7亿元。

青虾产业链延伸到了山这边，下吴村也乘着这股东风，
踏上了特种水产养殖增收之路。社渚镇举办青虾养殖培训
班，会通知下吴的养殖大户参加。青虾养殖联动溧阳、郎溪，
成为苏皖合作示范区的一个乡土特色。

春天的故事里，合作的何止是农业。
现任村党总支书记蒋福金已在村里工作了17年，这些年

蝶变的一步步，他历历在目。
就从溧阳“1号公路”下吴段的修建说起吧。他认为，这

是山两边深度合作的一个例证。
2008年，溧阳“1号公路”建天目湖景区至十思园段，需

穿过下吴村1.6公里。
凌笪镇政府得知后，主动上门联系，最终达成了由凌笪

镇和下吴村负责征地拆迁、青苗补偿等地表工程，由江苏方
面负责道路修建的协议。

2008年10月，造价近2个亿的景观大道竣工通车，贯通
了下吴村与溧阳的天目湖景区。

2017年，202省道郎溪凌笪段也竣工通车。这条从山里
开出来的路，直接连上了溧阳“1号公路”。

大道如虹。这不仅是一条声名在外的网红路，还是山两边
连接景区的旅游路，更是密切苏皖两省交往合作的同心路。

有了这条路，蒋福金说，到山那边就像串门一样方便
了。这些年，两个村互相取经学习，交流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上互帮互助，感情越来越深，合作越来
越广，“山这边和山那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融互助，共荣
共赢。”

一任接着一任干，奋起直追迎蝶变，下吴交出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单。2020年村集体收入超5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2万元以上。

从1995年到2018年，23年来，下吴村以不甘落后、奋起
直追、接续奋斗的三部曲，在“山两边”的春天故事里，写出了
乘风蝶变的精彩篇章。

山这边，山那边，春天的故事没有终章。
（本报记者 张玉荣）

下吴村，是“红村记”主题采访的最后一站。
选在这里收官，蕴含深意。
寒来暑往，山高水长。我们从第一站旌德龙川启

程，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红村，回望“为有牺牲多壮志”的
铁血硝烟，追寻“一片丹心向阳开”的红色情怀，重温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历程……以一个个红村为视
角，展现了红色宣城大地上一幅幅党史、新中国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的宏伟画卷。

这一次，我们来到山这边山那边，追寻一个发生在
春天的故事——下吴村的蝶变之路，既为宣城红色历
史再添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亦为“红村记”主题采访
画上完满句号。

沐浴着冬日暖阳，沿着《人民日报》记者“三看山两
边”的足迹，我们在冬天里寻访春天的故事，四看下吴，
满怀期待，倍感振奋。

四看下吴，我们看到了惊雷催春、奋起直追的奋斗历程。
从山两边差距的触目惊心，到赶超山那边的出乎

意料，再到携手同心的共建共融……一步步走来，下吴
村知耻后勇、勇往直前的前进足迹，清晰而又坚实。

四看下吴，我们看到了今非昔比、日新月异的华彩
蝶变。

从荒山变茶园，从泥路成坦途，从“脏乱差”变身
“绿富美”……一次次蝶变，下吴村改天换地、浴火重生
的喜人面貌，崭新而又富于启迪。

四看下吴，我们更看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双村记”。

山这边，山那边，昔日风光各异，今朝风景都好。
从比学赶帮、竞相发展，到携手共进、共融共兴，下吴洑
家联袂上演的“双村记”，已然成为苏皖合作的鲜活案
例，长三角一体化的乡土样本。

回首来时路，郁郁满芳华。
红村记画上句号，红村故事并没有结束。在下吴，

在郎溪，在宣城，春天的故事还在继续，蝶变之路还在
延伸…… （刘畅）

改革开放40
年积累的宝贵经
验是党和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必须倍加珍
惜、长期坚持，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

——习近平

山这边郎溪下吴村美景山这边郎溪下吴村美景。。 报道组在下吴村采访报道组在下吴村采访。。山那边溧阳洑家村新貌山那边溧阳洑家村新貌。。

报道组与山两边三位村书记在洑家村合影。

下吴村全景下吴村全景。。

市纪录小康工程展馆市纪录小康工程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