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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期间，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
东庄村迎来了七八百位游客，这些游客基本以
家庭为单位结伴而来。看到年轻的父母和孩
子们在村里林下菌菇基地和水稻田里玩得不
亦乐乎，这让村民们大为惊喜。这些年来，充
满红色基因的东庄村先后成功创建上海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和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村里
的生态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每逢双休日、
节假日，在外奋斗的东庄年轻人携儿带女回到
东庄已不稀奇了，平常不到千人的村子一下子
涌入这么多游客，是第一回。

“这些年我们村形成了一红一绿的特色，
开发出红色文化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东庄村
的村民已深有体会，小长假能吸引这么多城市
游客，确实有点惊喜。”2020年开始，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孙建强说起“五一”
小长假的热闹景象，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东庄村发展红色文化产业，除了借练塘镇
这个红色古镇的光，村子还着力于开发独特
的红色基因。东庄村所在的小蒸地区成立青
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自然带着红色基因。
1945年 5月 2日，新四军庄前港抗日伏击战在
东庄村庄前港打响，激战一个多小时击退日
军，击毙日寇 11名。战斗结束后，东庄村民为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6 名新四军将士建造了
烈士陵园，成为“青浦西乡革命烈士陵园”的
前身。2015 年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和 2020年成功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期间，东庄村下功夫挖掘红色文化，并在村史
馆 里 以 图 文 并 茂 的 方 式 将 红 色 历 史 呈 现
出来。

革命先辈们在崇高的革命理想引领下浴
血奋斗，他们内心最朴实的目标，是让广大民
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记者在东庄村采访
期间了解到，一任又一任村党支部始终把这一
目标作为他们的责任，并在这块红色土地上镌
刻下不同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印
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庄村几任党支部
书记围绕产业振兴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村民心
里点燃了共建共享的理念追求，汇合成乡村振
兴时代的“幸福东庄”旋律。

曹木夫在 1997 年到 2008 年期间任东庄
村党总支书记，期间还兼了 7 年村办企业的
厂长。在他的带领下，村办企业年产值最高
时达到 5000 万元，村集体出资入股的合资企

业产值也近 4 亿元，工业兴旺是东庄村在那
个时代留下的最深刻印记。随着工业不断兴
旺，东庄村的交通得到了改善，告别了买材
料送货靠船运的时代，村民们也过上了好日
子，享受到多项福利。比如，村里老人免费
理发，每逢春节为 60 岁以上老人发 300 元红
包，专门购置一辆面包车送村里孩子去镇上
上小学等等。

到了乡村振兴时代，因为改制、土地减量
化等各种原因，东庄村村办企业没了，新时代
产业振兴的问题摆在了孙建强面前。东庄村
是红色练塘镇 25 个村中的第一个美丽乡村，
2018 年土地整治后又成为青浦区练塘镇万亩
连片粮食生产区内的村庄，绿色底蕴厚实，该
努力的是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金山银山”，让村民们奔小康的同时，为未
来打下绿色产业发展基础。

孙建强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曾经的老书记
们也加入到时代的洪流中来。

2011年，曾任东庄村党总支书记的丁志辉
回到东庄村，这位曾经的全国青年学科学用科
学标兵回到村里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成立上
海优禾谷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做绿色现代农
业，带领东庄走绿色发展道路。

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合作社共流转了544亩
耕地，2014年申请绿色大米认证，2016年便拿
到绿色大米认证，成为青浦区最早实现绿色认
证全覆盖的水稻合作社。十年时间，在丁志辉
的带动下，东庄村1500亩水稻绿色认证率达到
了 89%，剩下的 165 亩水稻也已经在申请绿色
认证。

老书记丁志辉的绿色理念和成果触动了
村“两委”班子，自 2015年以来，东庄村在不断
为“练塘茭白”区域品牌提高绿色认证率的基

础上，确定了绿色发展道路，明确朝着绿色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业方向发展。

2020年，由上海泽福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建设的东庄村林下菌菇产业落地，由12位喜
欢乡村生活的人组成的团队把“厨见”农村电商
工作室设在了东庄村，西餐体验室和咖啡馆由此
驻村。2021年 2月 12日大年初一，上海衡山集
团在上海乡村打造的“衡山逸居”民宿品牌第一
个项目“练塘三赏”试运营，五栋民房19个房间
在“五一”期间成为抢手货，利用村民小组旧仓库
改建的民宿接待室成为网红点。林下采菇、插秧
体验、乡村民宿组建起了东庄乡村休闲体验的链
条，东庄的绿色产业因此蓬勃。

“一红一绿的基础吸引了农业企业、自由
职业者、著名国企，他们的绿色产业一定会吸
引更多市民来到东庄村，村民们对未来幸福生
活充满期待。”孙建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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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东庄村：

弘扬红色文化 践行绿色理念

▼东庄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孙建强在村史馆介绍红色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东庄村的红色印记中，要数历届党支部带领村民奔小康
最为亮眼，华丽的印记，当属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曹木夫、引领绿色发展
的丁志辉和义无反顾回村壮大绿色产业的孙建强这三位书记留下的了。
村民告诉记者，在三位书记身上，闪现着中国共产党党史精神的光芒，格外
耀眼。

陆善峰于 1987年开始在村办企业担任会计，一直到 2008年村办企业
转制后退休。陆善峰退休之前的10年，正好是曹木夫任村书记的10年，而
且他2004年之后不再兼任厂长职务。陆善峰见证了曹木夫带领村民奔小
康的历程，见证了村里从没有路到沙石路再到水泥路的过程，见证了东庄
村村民老有所养、孩子上学有车接送，见证了村民在家门口上班、种地的财
富积累过程。

丁志辉和陆善峰是好哥俩，丁志辉任村团支部书记的时候，曹木夫是
团支部副书记，两人在一起搭档了十多年。1990年丁志辉卸任村党支部书
记后，见证了曹木夫的成长和价值实现。同样，曹木夫卸任村党支部书记3
年后，见证了丁志辉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的执着和成功，逢人便说是丁志辉
把东庄村带上了绿色发展道路。

2015年东庄村成功创建了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后，村“两委”后继乏
人，自办企业的孙建强毅然于该年 11月底回到村里，从支委做起，2018年
被选为村委会主任，2020年党总支书记、村主任“一肩挑”。在这个过程中，
村民见证了东庄村由美变得生机勃勃，绿色产业兴旺了，各路人才进村了，
红色和绿色文化日渐振兴，乡村生态美吸引了越来越多城市游客，村庄探
索建立了“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的党建管理模式外，还倾力打造

“田园党建”，在两个合作社建立党组织。
东庄村第一家农家乐老板娘朱久珍告诉记者，村里美化了，客人多了，

农家乐生意不错，周边村民的农产品也卖火了。今年70岁的杨马荣大年初
二辞掉工业园区的岗位，回到村里的林下菌菇基地打工，在家门口涵养林
里干活胜似锻炼身体，每天还有超过100元的收入。等等这些村民生产生
活的改变，无不得益于村里环境美了，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了。

如果没有三位书记不畏困难、拼搏实干的艰苦奋斗精神，没有三位书
记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勇于开拓精神，没有三位书记不图名利、忘我工作
的无私奉献精神，东庄村的红色能否世代鲜艳，东庄村的绿色事业能否世
代娇艳，真的难说。

为民初心
在三位书记身上闪亮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又肩负
着保护上海大都市水源地的责任，经济上相对薄弱是
不争的事实，然而，红色东庄这些年却红火了，自2000
年以来，一年比一年红火。

看一个村火不火，首先得看所获得的荣誉多不多，
其次再看这些荣誉含金量够不够高。东庄村2000年获
得“上海市先进村民委员会”称号，2004年被评为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接着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五好村党组
织”，2015年成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后，迎来了

“上海市美好家园示范村”和“上海市社区建设示范村”
及“全国文明村”称号，2019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2020年成功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几乎是年
年有荣誉，含金量一个比一个高。

笔者跟踪观察东庄村多年，特别是土地减量化和
违建整治后，曾经一度为东庄村的未来担忧，毕竟，一
个曾经拥有年产值达5000万元村办企业、所参股企业
年产值超过4亿元的村，一旦淘汰了落后的企业，村集
体经济将受到重创，红色东庄会不会因此暗淡下去？
这样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天。如今，村办企业已经不
再营业，曾经为村里带来不少集体经济收入的厂房也
因故闲置，如果没有新的产业兴起，单靠全村 2051 亩
耕地，即便把涵养林等林地全部开发利用，也不足以
支撑东庄村的发展，不足以让村民在奔小康的路上大
步向前。

近日，笔者在东庄村采访调研了两天，看到了万亩
连片示范方内的东庄村生机无限，上海涉农区最具特
色的林下菌菇产业、绿色水稻产业、民宿产业、农村电
商等绿色产业在东庄村集聚，而且自觉形成了东庄特
色的绿色产业链，构建起了一二三产有机融合的现代
农业价值链，不得不为此感叹。

户籍所在地村民和外来的“新村民”对此有着共
同的心声——东庄村有一个好党支部！这个好党支
部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战
斗力。

没错，在“村要富先造路”时期，党支部用村办企
业的盈利修好了沙石路，接着又改造成水泥路。在
生态文明时代，党支部充分发挥东庄村生态资源优
势，不断改进营商环境，先后形成了绿色稻米、林下
菌菇、高档民宿等绿色产业。如果没有一届届党组
织紧紧抓住时代契机，砥砺奋进，这些成就不会从天
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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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东庄村早晨一景初夏东庄村早晨一景。。

▲▲曹木夫曹木夫、、丁志辉丁志辉、、孙冲弟孙冲弟（（从左到右从左到右））给年轻人讲红色历史给年轻人讲红色历史。。

5月7日下午，72岁的陆善峰在东庄村党群服务站值班，他
是村里 11位村民志愿者之一，每周五准时守在这里，为需要的
村民提供相应服务。

谈到村里的红色印记，陆善峰先自豪地介绍起自己，他说：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零一天出生的，50多岁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退休了，自愿成为志愿者服务村民。”

记者通过陆善峰了解到，每一个东庄村人都有共同的经
历，即小时候由村干部通过各种场景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讲
述1927年小蒸地区建立青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过程；每年清
明节，东庄村都会举行祭奠烈士活动，活动期间向村民们讲述
1945年新四军庄前港抗日伏击战的故事，讲述东庄村民为牺牲
的6名新四军将士建造烈士陵园的故事。

5月8日清晨，记者来到东庄村烈士陵园所在地，作为青浦西
乡革命烈士陵园的前身，所在地已经变成村里的陵园了，但是，庄
前港革命历史纪念碑依然矗立在绿色田野上。不由得联想起前
一天老书记丁志辉讲的保护和传承东庄村红色文化的故事。

那是1978年，时任村团支部书记的丁志辉听村民说有一块
烈士墓碑埋在土里，就千方百计找到那个地方，并挖出了墓碑，
由此发起重建烈士陵园行动。

接着，村里的一位支部委员郑重交给丁志辉一个任务，由
他口述，丁志辉记录下东庄村的红色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两张报告纸写得满满的。”丁志辉说。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党支部成员的保护和传承，东庄村的

红色印记没有随着时光消失在田野，而是印在了东庄村村民的

心里，刻在了东庄村的发展里程碑上。
记者在村史馆看到，介绍青浦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和新四军庄

前港抗日伏击战的内容栩栩如生，但是，东庄村要形成红色文化
新的印记，要打造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

东庄村党总支书记孙建强谈到这个话题，显得胸有成竹。
他告诉记者，东庄村已经被上海市推选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接下来，村子将根据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规划，重建第一党支部
纪念馆和新四军庄前港抗日伏击战纪念馆，进一步挖掘东庄村
红色文化，夯实红色根基，让红色印记代代相传。

红色故事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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