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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大陈义乌大陈：：村村奏响共富曲村村奏响共富曲
骆红婷骆红婷 钱关键钱关键

提到农旅融合带动乡村发展的成功案例提到农旅融合带动乡村发展的成功案例，，很多义乌人第一个想到的很多义乌人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大陈镇马畈村会是大陈镇马畈村。。近年来近年来，，马畈村通过马畈村通过““众创众创””模式模式，，引导全村村民共建引导全村村民共建

马畈美丽田园马畈美丽田园，，让村里的奇幻乐园一开业就迅速让村里的奇幻乐园一开业就迅速““出圈出圈”。”。截至目前截至目前，，马畈村已累计接待游客马畈村已累计接待游客275275万余人次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实现旅游收入71357135..22万元万元。。

有了样板有了样板，，这几年这几年，，大陈镇的其他村纷纷学起来大陈镇的其他村纷纷学起来、“、“动动””起来起来，，转型转型、、改造改造、、升级升级，，齐齐奔走在共富大道上齐齐奔走在共富大道上，，不仅自身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不仅自身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农文旅融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产业体系也日趋完善合发展的产业体系也日趋完善。。

今年初今年初，，大陈镇提出大陈镇提出““以党建联建共创八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以党建联建共创八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建设目标的建设目标，，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八都精品线八都精品线””上的上的77个村被列入示范区建设范围个村被列入示范区建设范围。。这这

77个村党组织书记通过个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揭榜挂帅揭榜挂帅”，”，承诺今年完成村集体经济收入承诺今年完成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村破百万元村村破百万元，，总收入破千万元总收入破千万元””目标目标。。

传统农业村
如何“破茧出圈”？

采摘樱桃、钓龙虾、体验水上乐园⋯⋯
春末夏初，义乌市大陈镇众拥村迎来了
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以前我们村少有人关注，近年来，
我们通过举办‘樱桃节’等活动，用农旅
融合的方式努力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
济价值，打造集水上乐园、稻田虾塘、莲
荷鱼塘、休闲露营为一体的清水乐园，
大大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众拥村党
支部书记陈洪兵感叹道。

众拥村的蝶变，是大陈镇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缩影。这两年，大陈镇坚持以

“串珠成链，连线成网”为全域旅游规划
思路，以“大陈小集”共富实践观察点为
核心，以村农产品生产基地为站点，“八
都、九都、十都”旅游精品线为链条，走
出具有大陈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转化新路子。依靠片区内各景点
的互相引流，大陈镇破解了旅游景区淡
旺季明显的困境，游客体验感明显提
升，旅游黏性有效增强。

近年来，大陈镇坚持党建统领，突
出精品示范，以发挥示范引领和产业辐
射带动作用为重点，打破行政村区域壁
垒，整合资源要素。建立“1+7+X”组织
架构（“1”即片区大党委统领，“7”即八
都片区 7 个村落实，“X”即其他村居、部
门、企业等集体配合），将拥有创业技
能、懂得经营管理、善于招商引资的干
部充实进入两委干部队伍，答好集体经
济发展的必答题。

国企结对赋能乡村新发展。义乌
市交旅集团携手大陈镇成功打造以“休
闲养生、农耕文化体验”为主题的八都、
十都精品线，惠及沿线 20 余个村；义乌
市城投集团与大陈镇共同开启大陈全
域旅游开发新篇章。

立足品牌建设，提升品牌质量。建
设标准化生产加工作坊，解决农产品
SC 标准认证问题。结合“大陈小集”品
牌的文创定位，拓展线下门店数量，推
进“大陈小集”产品进机关食堂等，吸引
更多流量。自“大陈小集”品牌推出以
来，累计举办 900 多场活动，为大陈镇
域农业增收超 6000 万元；帮助 32 名低
收入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动 200 余
户村民增收，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300万元，人均每年增收约3.5万元。

今年“五一”期间，溪后村每日接待
游客量超 1 万人，假期 5 天门票收入超
50 万元，因地制宜探索小龙虾特色产
业，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新路子。

“多条腿”走路
拓宽群众增收新路子

村村奏响共富曲，大陈镇的底气在
哪里？或许，答案就藏在大陈镇多措并
举、多路并进，拓宽群众增收新路子上。

推进传统衬衫产业转型升级，是大
陈镇的“增收密码”之一。大陈镇是全
国最大的单品衬衫生产基地，年产衬衫
超 1.3 亿件。近年来，大陈镇在“八八战
略”指引下，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自
身块状经济优势与生态优势，把制造业
作为城镇能级提升的“牛鼻子”，把旅游

业作为强村富民的重要引擎，做强两大
产业，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这两年，我们谋划建设了数字与
智能化服装产业社区。今年下半年，产
业社区将全面投产，预计将引进 60 余
家 服 装 企 业 ，新 增 就 业 岗 位 5000 余
个。”大陈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镇区产
业振兴将辐射乡村，助力农民增收。

共富工坊，是拓宽百姓就业致富的
另一条新路子。近年来，共富工坊在大
陈镇遍地开花。统筹整合优势资源、畅
通村企合作渠道、搭建村企合作平台，
大陈镇坚持“一盘棋”推动共富工坊建
设，先后打造了村八味、“大陈小集”、凰
升堂巾帼、道人峰茶叶、老班长面点、红
旗村、众拥村、溪后村等 10 个共富工
坊。去年，大陈镇共富工坊累计收入
450 余万元，带动 120 余位村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

发挥资源优势，不断做强做大文旅
产业。大陈镇着力打造“惊喜大陈”旅
游嘉年华 IP，设计推出“惊喜大陈”LO-
GO，并以“春茶、夏水、秋峰、冬雪”特色
为主题，依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
动、周周有精彩”策划一月一节文旅活
动。其中，红旗龙舟赛、上坑仁水上星
光肆集等项目人气爆棚。去年，投资超
5 亿元项目“九寨湾·疯狂部落”成功落
地大陈镇。

聚合人才优势
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走进溪后村益军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基地，放眼望去，猕猴桃挂满枝头，
长势喜人，“新农人”楼益军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他在溪后村种植了 50 亩红心
猕猴桃，得益于大陈旅游业发展，猕猴
桃每年都是供不应求。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大陈镇深化
“一村一乡贤”等乡贤活动品牌，发挥新

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在
外乡贤反哺家乡，不断吸引资金回流、
项目回归、人才回乡。去年7月，上坑仁
村乡贤叶晓雯参与投资谋划，积极引进
水韵上坑仁水上乐园“星光夜肆”项目，
探索实践了一条“村集体+乡贤+农户”
相结合的致富路，带动整村近百人就近
就业，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30万元。

引育“新农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大陈镇紧
跟农业农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基层党
校、社区学院等资源，组织“新农人”参
加高素质农民、农村实用人才、电商直
播等免费培训，提高技能水平；积极鼓
励相关人员申报毕业大学生从事现代
农业、农创客、职称评定等相应补助，引
领更多“90 后”村干部、村后备干部、乡
贤能人、青年农场主争当“新农人”。

大陈镇还成立了“大陈小集”青春
助农乡创中心，吸引返乡大学生、培训
导师、新农人、乡贤等各领域优秀创客
团队加入，链接城乡资源，挖掘乡村产
业优势，加快打造“一村一品”，助力特
色产业发展。目前，该中心已累计吸引
了农户和农业企业 200 余户，培训“新
农人”500余人次，培训主播50人，举办
助农直播120场以上。

立足生态优势
写好乡村惠民文章

“ 一 老 一 小 ”，是 关 乎 千 家 万 户
的 民 生 大 事 。 2023 年 以 来 ，大 陈 镇

幸福食堂不仅为辖区农村老人提供
就 餐 服 务 ，还 解 决 了 辖 区 内 小 学 生
的就餐需求，用实际行动托起“一老
一小”稳稳的幸福。

如 何 让 老 年 食 堂 办 得 好 ，老 人
吃得好？大陈镇党委政府进一步丰
富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阵 地 功 能 ，积 极 探
索 居 家 养 老 新 模 式 ，通 过“ 政 府 支
持 + 市 场 运 营 ”双 轮 驱 动 ，由 该 镇 强
村 公 司 运 营 ，助 力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 如 今 ，大 陈 镇 的 幸 福 食 堂 还 承
接 部 分 村 落 的 快 餐 配 送 业 务 ，为 大
陈三村、红旗村、婆姆村等 9 个村的
300 余位老人提供配送服务。同时，
增 加 学 生 就 餐 业 务 内 容 ，目 前 幸 福
食堂已完全投入市场化运营并实现
盈利。

去 年 12 月 ，义 乌 大 陈 二 村 智 慧
健康站正式启用。该健康站面积约
150 平方米，是集预防、医疗、保健、
康 复 、健 康 素 养 促 进 等 服 务 于 一 体
的智慧卫生室。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便捷、高效的智慧医疗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 截 至 目 前 ，智 慧 健
康站已累计服务 1000 余次。

绿 水 逶 迤 去 ，青 山 相 向 开 。 大
陈 镇 坚 定 不 移 沿 着“ 八 八 战 略 ”指
引 的 道 路 ，立 足 绿 水 青 山 的 生 态 资
源 优 势 ，以“ 千 万 工 程 ”为 抓 手 ，坚
持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一 任 接 着 一 任
干 ，全 力 深 化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促 进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助 力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2024“惊喜大陈”生态旅游嘉年华
活动中，戏曲演员在表演。

大陈镇幸福食堂

大陈镇上坑仁水上乐园“星
光夜肆”

大陈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图为划龙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