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红色创享县域风貌区处于义乌义西生态片区，涵盖城西街道、后宅街道和上溪镇。这里是进出义乌的主要通道，也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坚持以“风”统“貌”，古今共荣共

兴，城乡共建共治，内外兼修兼美。义乌不断加快推动“德胜古韵、望道信仰、人文上溪”的风貌蓝图转化为落地实景，拉开了全域系统重塑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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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义乌 更进取
义乌匠心打造标志性县域风貌区

朱 言

义乌红色创享县域风貌区由3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联结而
成，有机串联城西街道、后宅街道两个美丽城镇和省级传统
村落黄山五村；从“红色火种”分水塘村到“国际创客”李祖村
搭配何思路村、石明堂村、稠岩村等美丽乡村，以及多个自然
人文节点。3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分别代表了前工业时代、工
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3 个社会发展阶段和时代意象，可以说 3
条线路浓缩了中国社会两百年的变迁史、义乌的崛起史——

“守绿换金”践行地，还原中国传统社会美好意象。黄山
五村、李祖村 2 个传统村落以及若干美丽乡村，通过环境整
治、传承传统文化、促进农文旅融合等方式，不仅恢复了农耕
文明的诗意意象，还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提升了村民们的
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红色火种”点燃地，催生中国历史发展伟大进程。1920
年春，29 岁的陈望道回到家乡分水塘村,在这里完成了首个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买卖天下”萌发地，见证中国融入世界跃迁之路。从横
塘村、李祖村到义乌，这里见证了
中国抓住信息时代、新一轮全
球化趋势这一风口，积极融
入世界的跃迁之路。

义 乌 精 神 ，在 艰
苦卓绝的烽火岁月、
在百废待兴的建设
年代、在风雷激荡的
改革开放时期，尽管
历史赋予了不同使
命 ，呈 现 出 不 同 风
貌，但其价值主线贯
穿如一。今天，红义
乌，更进取。义乌正
在提供一条风貌样板
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学路
径，呈现城乡统筹协调、区域
均衡发展的新面貌，努力在共同
富裕新赛道上领跑示范。

一幅长卷浓缩百年变迁史

李祖村李祖村

（本版图片由义乌市建设局提供）

从一条山区部落线到一条美丽风
貌线，风貌改造换新颜，乡村振兴谱新
篇。

坚持以原生态理念修复村落样
貌，通过激发原有乡村传统生活内核，
打造淳朴自然美丽乡村。

分水塘村引进陈晓帆团队，在空
间上依据现有风貌机理，保护原有特
色，筛选公共节点，通过空间整理、低
成本、生态修复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
重塑传统村庄公共空间。针对现有建
筑采用质朴、节约的方式对民居进行
统一装饰、修整，力求干净、整洁、和
谐，让自然传统融入山水环境。

坚持以参与式景观营造乡村风
貌，通过景观空间重塑乡村人文，打造
美好生活共享空间。

后宅街道塘李片通过 700 亩土地

流转引进雨田观光农业，植入农旅文
化活动打造美丽田园，既实现了田园
大地风貌的“颜值”升级，又带来了农
业经济效益和农旅产业的“气质”提
升；上溪镇凰溪通过生态化处理，沿岸
堆石种草，形成多水位景观，沿村空间
与慢行绿道串连成景，架起了人们出
行、健身、观光、休闲的“新桥梁”；将城
西街道长堰水库观景点现有闲置农房
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植入运动元素
和特色文化，创意打造文体旅融合共
享的户外爱好者休闲驿站与体验空
间。

如今，随着该片区村容村貌靓起
来，生态更宜人、乡村生活更舒服、乡
村产业更兴旺，成为义乌打造“三生”
融合标杆的缩影。

城西街道推行“非粮化”整治，何

斯路村腾出了 200 多亩农地。一个
“80 后”的园长承包了 90 亩农田当起
“新农人”，办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
自然学校”。以前大家争相要去城里
上学，今天城里的家长不辞辛苦要把
孩子送到乡下。这些孩子大都来自义
乌市区，最远的住在东阳。

上溪镇积极开展农旅共富示范项
目，深化“土灶+土菜+上溪八味”特色
农旅产业发展模式，不断探索形式多
样农村致富新路径，全面提升农村“造
血”功能，增强农村“共富力”，同时以

“共富灶”为特色亮点，撬动乡村旅游
新一轮大发展，积极推进共建共享共
富机制，与琅琊镇结对，优势互补，形
成共富联盟。

“坚持乡村风貌提升与产业导入
相结合，丰富了乡村的元素，拓展了产
业形态，风貌提升也因此更有张力和
生命力。”义乌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说。

一场蝶变推动乡村换新貌一场蝶变推动乡村换新貌

实现从短板变长板、从
弱点变亮点的转变，让该

区块生机盎然。“村里
的 变 化 都 是 看 得

见、摸得着的，实
实在在的。”在李
祖创业的一位外
来青年如是说。

坚 持 以 品 牌
化赋能推进村庄
经营，通过IP打造

提升新时代乡村价
值，探索产村人文共

富路径。
城西街道将“《共产党

宣言》首译地”这一红色文化
标识贯穿到风貌区建设中，持续擦

亮“望道信仰”百年红色文旅品牌。
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开设了国家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科普基地，
截至目前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
学习团队 1640 批次，散客约 14.6 万
人次，累计接待人数近 20 万，带动村
民增收超过 230 万元。

借力传统，定位国际，网红村 IP，
筑巢引凤。李祖化身梨形路标：这里有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师生变
身“乡村特派员”打造的复合文化空间
Pure Life蒸馏器；有33户村民每人出
资2万元众筹建设的豌豆花乡厨；义乌
市作协会员、共青团青春领读人开设的
乡恋学堂⋯⋯一条集生活体验馆、陶艺
吧、服装服饰区于一体、研学体验相结
合的李祖特色旅游线，吸引着越来越多

闻名而来的游客，村集体经济收入从3
年前不到 10 万元，增长到如今的近 60
万元。

城西街道国际陆港电商小镇占地
284 亩，投资约 29 亿元，是浙江省 5A
级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浙江省小微企
业集聚发展“十大优秀平台”，其中小
镇孵化中心入选“国家级众创空间”，
带动7个村获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
打造省级农村电商示范点2个，增设村
社电商服务点 15 处，实现辖区内服务
网点全覆盖。

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完善基层治
理，通过数字引领为村庄发展注入全
新动能，描绘未来乡村智慧图景。

以分水塘、李祖两个未来乡村为
节点，统领沿线 8 个村庄智慧化赋能，
全域实现 5G 全覆盖。分水塘推动景
区建设数字化，实施望道景区智慧管
理，围绕“初心之旅十个一”打造景区
预约、参观、VR 讲解三合一智能导
览。李祖村建设创客服务和“有礼分”
积分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李祖村创客
大脑，深化“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应用，
数字化集成村级事务服务，打造服务

“智美”李祖。
如果说城乡日新月异的面貌是共

同富裕的“面子”，那么因风貌整治而提
升的幸福感就是共同富裕的“里子”。
义乌在推进区域和城乡共同富裕、公共
服务和精神生活共同提升中，让老百姓
切实收获了致富进程中的累累硕果。
通过不断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真正把盆
景做成风景、把愿景变成实景。

一种理念提升民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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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量为留量
提升乡村众创密度

李祖村大力发展夜经济和直播经济，平均每
月举办“露天音乐会”“旗袍秀”等各类活动近 10
场，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人气。来自伊朗的萨里曼
是小有名气的网红，他在义乌国际创客村李祖创
办了自己的直播工作室，平时在电商直播之余还
拍摄各种小视频，介绍义乌的城市和市场。李祖
进口商品馆是一个便民利民的乡村振兴产业项
目，全场有近 400 多种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波兰、德国、法国等国的各类商品，村民们足不出

村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买到“全球好货”。

变老村为新村
提升村民共富深度

为了克服土地资源紧缺瓶颈，义乌抓住宅基地
改革试点的契机，积极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义乌
农村有机更新实施办法（84.5号文件），实现土地集
约节约利用。城西街道五一村作为首批试点村，引
进蓝城集团采用代建方式，实现从规划、施工到管
理的统一。在满足村民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提升
了浙派民居特色的美丽乡村风貌，又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入，实现风貌管控和乡村致富双赢。

变废屋为驿站
提升群众幸福浓度

李祖村利用乡村闲置建筑打造妇女儿童驿
站，丰富妇女儿童生活空间，提高村民幸福感。采
用“驿站+基地”的空间布局，内设手工区、童玩
区、阅读区、谈心区、学习区、教育区、母婴室、餐饮
区、公益区九大功能分区。在村内设立了巾帼共
富实践基地、家风传承教育基地、儿童友好实践基
地、女性美好生活基地、妇女家门口创业基地、大
学生返乡创业基地等，实现了整村妇女儿童服务
资源的系统整合。

乌伤驿站乌伤驿站

何斯路村何斯路村何斯路村

““信仰花开信仰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