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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拎包入驻，从种植到销售提供“一条龙”服务⋯⋯这两天，义乌市佛堂蔬菜产业园内，

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不少已进入采摘期。传统蔬菜种植在“高科技”加持下，增产又增收。

玻璃栈道、3D彩绘、滑道⋯⋯走在佛堂镇龙溪村，年轻人钟爱的娱乐项目、老人小孩

喜爱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

黑白色调的古村幽静质朴，错落有致的民房，保留着传统村落的原有肌理。佛堂镇

倍磊村通过重修老街，传承百年商业文明的同时又留住了乡愁。

义乌市佛堂镇党委以“魅力古镇”共富联盟党建示范带建设为抓手，聚焦共建共享、

资源适配，加快乡村振兴蓝图变现，打造党建统领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本。人居环境改善

了，乡村产业扎实了，群众收入增加了，在农旅碰撞、城乡交融、保护与发展的协同中，该

镇正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美丽经济”像花儿一样，绽放在绿水青山之间。

标准地建设共筑发展梦
农业“双强”科技惠民

“我们这里种了3亩西红柿，每亩产值可达
8 万元到 10 万元。”在佛堂镇蔬菜产业园内，工
作人员龚益丰正打开滴灌系统，给西红柿浇
水。这些西红柿采用的是荷兰模式栽培，该模
式从栽培设施到环境控制，都能根据农作物的
生长需求做到给所需、供所求，精准养护，节水
节肥。

佛堂蔬菜产业园由佛堂镇党委、政府，市
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打造，占地面积
约450亩，总投资约5000万元，采用“土地统一
流转、设施统一管理、农资农机统一服务、品牌
统一打造、食品安全统一监测”五统一模式进
行开发和运营。

“农户拎包入户，他们只管种，其他服务都
由我们来提供。”佛堂镇农办主任朱仕俊说，为
了解决蔬菜种植户低散乱难题，产业园按照蔬
菜品类把土地一块块分出来，让分散各处的蔬
菜种植户拎包入驻，帮助农户提高技术、提高
收益。

蔬菜产业园之所以能落地，标准地改革是
基础。

2019 年，佛堂镇开展农业标准地改革试
点，由镇政府成立的平台公司和村级签订土地
流转合同，再通过招商，由种粮大户楼国三成
立的义乌市万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镇政府

签订农业标准地招商协议、与佛堂镇平台公司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承包农业标准地，成了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稻谷不用自己收割，每
亩就多赚了800元，这都是标准地改革、发展农
旅项目带来的好处。”楼国三说。

3 年来，佛堂镇已经完成标准地建设 1.55
万亩，占到全镇耕地的 35.2%。粮食亩产明显
提升，资源消耗大幅下降。

接下来，佛堂全镇将全面铺开对镇域范围
内农业用地的标准化管理，建立“准入有门槛、
全程有管控、事后有奖惩”的农业用地效益评
价标准，计划通过 2 年时间，将全镇 4.4 万亩耕
地全部纳入农业标准地管理。

“作为标准地建设成果之一，蔬菜产业园
将作为示范工程，从种植到销售为农户提供农
机‘一条龙’服务，实现农设施智能化、种植智
能化、安全可溯源，进一步带动周边农村发展
和农民增收。”佛堂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说。

乡村旅游共谱致富曲
农旅项目产业富民

龙溪村无疑是佛堂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颗
耀眼的“明珠”。近年来，在党建统领下，龙溪
村通过众创众筹的模式实现了“富起来、美起
来、强起来”，走出了属于自己乡村振兴新路
子。

龙溪景区门口的小六石餐厅老板朱惟峰，
就是村民富起来的典型。“我小时候，我们家状

况不好，在村里都排得上号。”朱惟峰说，他是
土生土长的龙溪村人，从他记事起，父亲身体
就不好，日子很艰难。

但随着龙溪村引进玻璃栈道旅游项目，
“千年古镇”精品线也建到了家门口，龙溪村俨
然成为了“网红村”。在外工作的朱惟峰嗅到
了商机，将自家新房租给村里人开办餐厅，每
年光收租金就有六七万元。去年年底，朱惟峰
更是自己“下海”，吃起了“农旅饭”。

在村两委的谋划下，龙溪村 940 名村民自
发众筹了 94 万元，加上村集体出资 97.8 万元，
成立了义乌市众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发
展游船、“蹦蹦云”等游乐项目。经过 2 年多的
运营，公司效益明显。首次分红时，940位股东
共同分享了18.8万元红利。

分红当天，村民兴高采烈地排好队，领取
了龙溪村第一笔集体经济分红。“我家有 6 个
人，共入股了 6000 元。一年时间就分到了
1200元，比存银行划算多了。”村民朱茶菊说。

“50 公斤米配 7.5 公斤红曲，再加上 60 公
斤水，酿制两三个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酒
醅。”佛堂镇稽亭村村民丁予鑫面向镜头，边把
酒醅装进蒸馏器，边细心讲解酿酒工艺。镜头
外，村青年委员倪玉芳处理着手机上纷至沓来
的订单。

佛堂稽亭村则瞄准传统红粬产业，投用稽
亭村红粬文化展示中心和销售中心，申请“稽
亭红”商标，并通过拍摄红粬文化短视频、直播
间带货等途径，线上线下联动售卖，扩大“稽亭
红”影响力。去年，稽亭村红粬销量高达 13 万
斤，提高产品附加值后，每公斤的价格从 14 元
升至最高54元。

“乡村振兴、新村图强、村民共富”，在佛
堂，一个个乡村产业正在变为“真金白银”，成
为一道道可以“变现”的好风景。

千年古镇焕发新生机
文化传承乡风润民

共同富裕，要“口袋”“脑袋”一起富，外表
里子同样美。佛堂古镇素有“千年古镇、清风
商埠、佛教圣地”的美誉，以其突出的古民居文
化、古商业文化和佛教文化，被评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如今的佛堂，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更添了

精致秀丽的风姿。南江河道的开发，交通、旅
游、生态环境保护“多规合一”，养老和民宿项
目建设，无不洋溢着幸福的味道。红樱桃、紫
桑葚、味道诱人，田野上一片片金黄色的向日
葵花盛开，点缀了乡村风光。

行走在佛堂老街，又是另一番诗情画意。
当道情遇见音乐酒馆，一份古老的传承，

又拥有了新鲜的生命力；当曾经的老茶馆遇见
咖啡，古老的街巷中少了几分喧嚣嘈杂，多了
一些宁静；冲一杯下午茶的时光，便引来了岁
月永恒的记忆。

随着蒲川水街的建成，佛堂除老街外又多
了一处景观地标。水街以佛堂老街古朴感为
主基调，辅以灯光等元素，创造多维度、多样
式、多体验的休憩空间；

在古镇徽派建筑的古民居苑内，古朴典雅
的古戏台灯火通明、戏曲悠扬，这里聚集着一
群爱好婺剧的票友，他们自编自演，打着“周周
有戏”的口号，用自己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朴
实表演，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佛堂镇党委兼顾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风
貌的保护思路，合理推进倍磊村、田心村等历
史传统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大力引进“百工坊”
产业研学项目，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
在现代文明中赋予传统村落新的生机与活力。

⋯⋯
以文润富、以文促富、以文化富，佛堂渐渐

富出了味道、富出了品位、富出了成色。

智能水表个性服务 项目结对聚焦“消薄”

义乌水务集团：提升百姓获得感，描绘乡村新画卷
何贤君 叶雅艳 王 颖 王笑媛 陈洋波

“你们不来，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家里

漏水了。”日前，义乌市水务集团第二自来

水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了义乌市大陈镇李

孟宅村周奶奶家中，为她提供免费的上门

测漏服务，现场为周奶奶解决了家中阀门

漏水的问题。

为守护特殊群体的用水安全，去年

底，义乌水务集团启动了针对低收入人群

智能水表免费改造工作，利用数字化手段

帮助特殊群体全面、快速、高效发现和处

置用水异常情况，提升服务保障力，展现

“水务温度”。

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折射出了

助力共富的大决心。近年来，义乌市水务

集团本着群众之事无小事的宗旨，以提升

居民用水获得感、推进城乡融合、产业项

目共建等为抓手，不断创新造血模式，推

动新农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
守护特殊群体用水安全

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自理能力相对较差，
有时无法察觉家中水管漏水等问题，造成了额
外的经济损失，增加其负担。

“前期我们和民政部门、镇街开展多轮次
对接，全面梳理比对了困难户、独居老人等名
单，摸排出居民 1800 余户，覆盖稠城、北苑、
后宅等 13 个镇街。”水务集团智能化水表改
造工作专班组长陈雁冰说，“同时，为了更加
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划分了几个供水
区块，由区块水管家开展实地走访，建立一户
一策工作档案，做到安装位置明晰、时间节点
准确、责任落实到位，形成挂图作战工作机
制。”

截至目前，义乌市域范围内1826户低收入
群体智能水表改造已全部完成，并同步接入智
能抄表系统统一管理。

据悉，智能远传水表主要是通过加装一个
数据模块，将水表流量数据实时上传至管理系
统，实现生活不便的特殊群体用水水量、流量
的实时在线监测。此外，义乌水务集团还开发
了物联网管理平台系统，除了基础数据的采集
外增加水量预警、夜间流量监测等功能。义乌
水务集团第二自来水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何
旭宾展示了相关的功能应用。“通过系统数据
智能化分析，实现了异常情况实时预警，能够
及时发现用户用水的异常情况，为特殊群体提
供个性化用水指导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特殊群体，义乌水务集团
还创新建立了“0110”供水服务机制，即主动
回访 0 距离、水量异常 1 天提醒、服务热线 1
号响应、涉水业务服务延伸 0 费用。在低收
入人群的服务上，供水企业还建立了村（社
区）联系制度，一旦通过智能抄表系统发现了
水量异常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会将预警
信息分发到村社，协助查明水量异常原因，为
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3 月中旬，
我们就通过系统发现了稠江街道下金村村民
金某家里漏水的情况，及时上门，帮助他排查
出了抽水马桶止水阀故障的问题并妥善解
决。”义乌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表务科科长蒋
跃军说。

2022 年，水务集团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
为抓手，扎实开展“三服务”，立足民生服务主
职，以智能化、数字化、精细化管控，确保居民
用水安全，不断提升居民用水获得感、幸福
感。

创新机制
结对共建美丽乡村精品线

盛夏时节，行走在义乌大地，一条条标着
红黄蓝三色的道路如彩虹环绕乡间，将沿线村
连成了一条赏心悦目的农旅产业带。这些线
路，是义乌探索国企结对镇街、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和城乡共富的成果。

2017 年，义乌市启动“第一轮消薄三年行
动计划”，建立“国企结对镇街，共建美丽乡村”
机制，由八大国企联合各镇街，在全市建设八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积极推进城乡融合，
推动新农村高质量发展。

接到建设任务后，义乌市水务集团迅速行
动，会同后宅街道深入调研，全盘梳理，确定了

“德胜古韵”精品线“德胜岩下，众创新高地，两
路两侧风景线，农旅结合示范区”的总体规划
定位及“一廊四区五线七节点”的总体规划布
局，全速推进精品线一期、二期、三期、李祖村
基础提档等52项工程建设。

在精品线建设进程中，水务集团率先提出
“1+1+19”党建共同体模式，即在水务集团党
委和后宅街道党工委的共同领导下，集团下属
9 个党支部和精品线沿线 10 个重点村级党组
织结对共建，共同推进精品线建设和沿线村居
基础设施建设。水务集团 200 余名党员、以及

“志愿服务队”、“党员专家团”充分发挥在供
水、排水、水处理、管网运维等方面的业务特

长，帮助实施农村自来水平面管网改造、池塘
水质净化、美丽庭院改造等工程，将一座座村
庄化为一处处风景。

沿线20余个村庄被评为浙江省A级以上景
区村庄，李祖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
村、浙江省AAA级景区村庄等称号，实现了企业
党建和农村党建、企业发展和农村发展“双提升”。

目前，全长25公里的“德胜古韵”精品线已
全面建成，植入了华川十景、红色文化、诗词文
化、古道文化、遗迹文化等系列文化元素，推出
了“德胜古韵”彩虹骑行赛、“义浦同城 双宅同
心”德胜后宅千人荧光夜跑、重阳民俗节等活
动，成了市民游玩打卡首选地，“德胜古韵”美
丽乡村精品线乡旅品牌全面打响。节假日期
间，日均客流量突破万人。

此外，精品线还引入了 4 个亿元以上产业
项目，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提供了新路径，李
祖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70万元，沿线的大傅
宅、方塘、岭脚等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 50 万
元，村庄发展有了“质”的提升。

聚焦“消薄”
全力建设农村产业园

2020 年，义乌市“第二轮消薄三年行动计
划”开始实施，水务集团在美丽乡村精品线取得
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以“国企谋划项
目、村集体抱团出资入股共建产业项目”的造血
新模式，开展佛堂、赤岸2个农村共富产业园建
设运营，打造“国企助力乡村振兴”2.0版。2个项
目总投资达5.2亿元，前期向57个村募集1亿元
资金用于建设，每年向村集体支付投资收益。

水务集团调研了市内外 80 余家企业和园
区，编制《佛堂及赤岸消薄产业园产业定位调
研报告》，研究确定 2 个园区名称为“春华微谷

（佛堂、赤岸）织造园”，并以“春华微谷”作为品
牌，打造义乌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化产业园区
综合体。待园区建成后，将吸纳义乌市高税无
地企业入驻，同时，把全新的发展机遇带至周
边乡村，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2022年底“竣工即开园”的目标，水务
集团党委发动党建红色引擎，制定“党建+项目”

“党建+招商”“党建+服务”清单，跑出“加速度”。
2个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建设，2022年6月底
前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12月前完成项目建设。

“德胜古韵”精品线 （图片由义乌市水务集团提供）

义乌佛堂蒲川水街义乌佛堂蒲川水街
（（图片由义乌市佛堂镇提供图片由义乌市佛堂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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