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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

昔日穷村变新昔日穷村变新““城城””村民生活胜市民村民生活胜市民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正值江南好风景。从浙江
省东阳市城区往南16公里，便
是“浙江农村现代化的榜样”、
全国首个“村域小城市”，浙江
省首批未来乡村的花园村。

这座曾经“村名花园不长
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的小村落
如今大变模样，从40多年前人
口只有496人，面积仅0.99平
方公里，没有公路、没有电、用
水困难，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87元，到如今周边18个村先后
并入，村域面积达 12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6.5万人，2022年
该村实现营业收入655亿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6.5万元。

从贫到富 由村变“城”

行走在花园大道上，“中国
农村第一城”的招牌映入眼帘；
四通八达的主干道上，红绿灯
交替变换；以花园集团为核心，
生物医药、新材料、红木家具等
产业蓬勃发展……这些欣欣向
荣的景象，无不昭示着这里已
经成为一座小城镇。

“这里曾经可不是你们现
在看到的这幅模样。”已过古稀
之年的邵军是土生土长的花园
村人，他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改革开放前几乎村里所有的人
都住在泥墙房中，肚子填不饱，
生活靠抓泥鳅、劈柴卖了换钱，
到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还没
有通电，碾米、用水都要靠邻
村。那时候和周边村比，花园
村简直是最落后的一个。“哪能
想到，如今日子能变这么好。”
邵军感慨地说。

为了能够更科学高效地使
用村庄土地，20世纪80年代中
期，花园村启动了旧村改造工
程，通过合理的规划建设，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来改善村庄整
体环境。

“为了搞好旧村改造，村干
部召开座谈会，挨家挨户上门
做拆建户的思想工作，同时公
布各户的原居住面积和可建面
积，公开本村的现状图和规划
图让大家对照比较。干部们急
拆建户所急，满足拆建户所需，
如今村民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房，自来水、电视、网络等配
套生活设施齐全，十分方便！”
村民王新花说。

如今的花园村坚持走“以
工强村、以商兴村、全面振兴、
共同富裕”的特色之路，实现了
从贫到富、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从村到“城”的华丽转型。

2004 年 10 月，花园村合
并了周边9个没有基础设施、
经济薄弱、矛盾纠纷多的村，并

通过产业带动、搭建平台，激发
广大村民奋斗创业的热情；
2017年3月，花园村党委以更
大的责任和担当，又合并了周
边9个村。通过两次“一村并
九村”，花园村践行“先富带后
富、强村帮弱村、共富更要共
享”的理念，成为了美丽乡村示
范村、乡村振兴样板村、共同富
裕先行村。

村民生活胜市民

2003年6月，“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在浙江省拉开
序幕。花园村人敏锐地抓住了
腾飞的机遇，在农村现代化建
设中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千百年来，进城一直是农
村人的梦想，花园村让每个村
民梦想成真。”在花园联合党委
书记、花园村党委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邵钦祥看来，村与城之
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差距
无非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上。“花园村要以并村为契机，
因地制宜打造一座田野上的城
市。”邵钦祥向党员干部们提出
走就地城市化的想法。

经营性治理作为花园村村
域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元素，其
核心价值体现在有足够宽的全
域开发视野，科学规划乡村空
间的功能定位，并且按照规划，
分阶段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与空间开发。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与
城市相比，村域规划前瞻性较
弱，且难以统筹成为体系，而花
园村“多规合一”为村域谋求长

期发展提供有效经验。
如何能在花园村形成一套

打造“村域小城市”样板？须在
已有的改革之上，继续创新。

“花园村突破天花板，要解
决钱、地、人的问题。”花园村党
委副书记邵徐君表示，“尤其是
户籍制度的改革，希望能进一
步打破城乡人口之间的界限，
提升村域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吸
引力。”

此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看来，花
园村“造城”成功，还在于将市
场力量发挥到极致。

1986年，邵钦祥当选村党
委书记后不断依托花园集团投
资，带领村民修路、造房、建市
场，着手将花园村打造成一座
城。2017年，总投资达7亿元、
覆盖幼儿园到高中的花园外国
语学校落成，补齐了全村硬件
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块拼图。

自然资源部工程技术创新
中心主任郧文聚告诉记者：

“‘造城’只是乡村振兴的一种
体现形式，花园村不仅仅证明
了村变城的可能性，更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以产业兴旺为前
提，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
抓手的发展路径。”

如今的花园村，连片别墅、
高层住宅，高档剧院、高端学
校、会展中心、等级医院、生态
公园、大型商场、专业市场、金
融机构、特色街道、设施农业、
星级酒店、体育广场、文化广
场、污水中心、自来水厂、汽车
检测中心、老年公寓、博物馆、
体育馆、游泳馆、图书馆、游乐

园以及幼儿园等一应俱全，俨
然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花园村三余小区村民单小
灿说：“生活在花园村，可以实
现读书不出村、看病不出村、工
作不出村、购物不出村、金融不
出村、办事不出村、旅游不出村
等，享受着比城里人还幸福的
高品质生活。”去年重阳节领到
5000元高龄补贴后，花园村前
蔡小区96岁高龄的贾梅香老
人笑得合不拢嘴，表示村里福
利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生活过
得就像蜜一样甜。

产业多元化发展

早饭过后，花园村村民雷
清莲如往常一样来到家附近的
花园红木家具城，商铺内营业
员正在接待来自各地的红木家
具采购商。“花园村是红木家具
生产基地，拥有完整的红木家
具产业链和产业群，我可以当
向导，带大家看看从原材料到
家具制作的整个流程。”雷清莲
接过话匣子跟采购商这样说。

雷清莲告诉记者：“我从
16岁开始接触红木家具，20多
年来可以说见证了花园村红木
家具产业的发展。”2005年以
来，花园村通过资源整合、分类
开发和产业引导，积极为企业
做好服务、搭建平台，没几年，
村内就集聚了各种红木家具生
产要素；2009年，花园集团以
实现创业富民为目的，开始建
设花园红木家具城市场平台，
致力做大做强做精红木家具富
民产业。如今，花园红木家具

城市场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
吸引了2300多个品牌进驻，成
为了浙江省五星级文明规范市
场。雷清莲也从曾经只经营一
个小门面变成了在红木家具城
拥有四个大展位的供货商。

“村里现在没有什么闲
人，大家都在努力创业就业，
形成了‘人人赚钱忙、家家忙
赚钱’的局面。”邵钦祥说，共
同富裕，产业兴旺是基础。村
民们有了红木家具这一富民
产业，都不用为了生计再背井
离乡，因此要让红木家具产业
一直“红”下去。

目前，花园村人研发推出
新零售智慧红木市场、成立中
木协花园红木专委会、建起花
园红木产业国际物流中心、设
立中科公信木材检测中心、开
辟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大师艺
术作品街等，精心为花园红木
全产业链做足提档升级文章。

除了红木家具，花园村还
在科技领域不断创新。“工业是
基础，要多上高科技项目。”这
是花园村在发展中归结出的成
功经验。自从维生素D3项目
取得成功后，他们就定下一条
原则——工业项目非高科技不
上。仅2018年，花园集团旗下
4家工业企业有19项省级新产
品通过鉴定，其中16项产品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
础。为了让花园村的发展拥
有更多广阔前景，今年2月初，
花园村还研究决定对柳塘小
区和环龙小区进行产业植入，
选择率先在“金三角”区块引
进家纺产业并打造家纺城。
经过多轮实地考察与交流洽
谈，目前首批来自江苏南通、
浙江金华等地的知名家纺品
牌已经签约，还吸引了众多商
家前来咨询洽谈。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
键。花园村有今天的建设成
就，离不开人才的贡献。2018
年10月，花园村发布《关于引
进高级人才落户花园村相关政
策的通知》，强调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及企业持续创新发展需要
发挥人才优势，花园村在引才、
聚才、育才等多方面设立优厚
的福利政策。2020年初，花园
村还发布开放的落户政策，致
力吸引更多人共享花园乡村振
兴发展成果。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如今的花园村产业旺了，
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
流、技术流都集聚到花园，目
前，花园村超过 6.5 万常住人
口，拥有个体工商户3190家，
吸引工农中建等7家金融机构
进驻。

东阳市花园村俯瞰图。花园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