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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陈镇背靠义乌市场大力发展衬衫产业，曾一度创造了义乌

市工业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企业数量占全国衬衫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销售收入约占义乌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大陈镇也因此享有“中国衬衫之乡”的美誉。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大陈衬衫产业进入了震荡期，呈现增长趋缓、利润下滑的态势。如何在波涛汹涌的时代

浪潮中迎势而上？近年来，大陈镇积极推进衬衫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机器换人、管理提升、品牌培育”等提升产

品品质与核心竞争力，同时聚焦“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大力推进义乌数字与智能化服装产业社区建设，打造我市服装

产业智能制造集聚地，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从而描绘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至美大陈新图景。

提到大陈，不少人想到的就是衬衫。大陈是改革
开放先行地义乌工业化的开端，这里的衬衫制造曾
占据全国30%的市场份额，获得“全国乡镇企业示范
区”“中国衬衫名镇”等荣誉称号。一个山清水秀的山
区镇是怎么如何成为“中国衬衫之乡”？大陈的衬衫
产业就如义乌市场一般——“无中生有”。

大陈二村的老书记陈家生就靠着生产衬衫起家，
也是衬衫行业中的老前辈。“大陈江服装厂成立于
1980年，当时是我们大陈二村村集体唯一的一家服
装厂。”说起大陈衬衫的历史，陈家生再熟悉不过了，
他告诉记者，1980年初，大陈江服装厂年产值就有90
多万元，已经是义乌县乡镇企业的第一名了。作为大
陈衬衫产业的“发源地”，大陈二村也一时风光无两，
服装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一家又一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开始面临巨大的挑
战。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升、粗放型的生产模式，
日益成为义乌外贸型衬衫企业的普遍问题。对此，
2017年以来，作为浙江省服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试
点单位，大陈镇加快推动服装制造企业产业转型、产
品创新、技术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机器换人、管理提
升、品牌培育”等，提升产品品质与核心竞争力，已经
有越来越多的衬衫企业加入了转型升级的大军，再
次挺起了这一传统优势行业的脊梁。

天驰服饰就走上了智能化生产、私人定制的发
展路线。企业负责人金洪辉介绍，为了适应市场需
求，他们把私人定制作为企业转型突破的落脚点。从
信息数据采集到生产端到物流端，全部实现大数据
管理。同时，实现柔性生产，每件衣服都是单人、单
版、单裁、单件。“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出来的衣服，可
能是白色的，也可能是红色的，不再是大批量的同一
款衬衫。同时，每件衬衫也都有自己的身份代码，可
进行实时数据共享。”

据统计，大陈镇累计实施“机器换人”46家，建
成天驰·智能工厂、金邦服饰、柒多服饰等半自动化
生产车间试点3处，单线效益提升30%以上。疫情防
控期间全力稳企赋能，为180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帮助企业扛住了疫情的冲击。

“无中生有”的衬衫产业

产业兴才能百姓富。作为大陈镇最重要的产业
之一，服装产业不仅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更为大陈
镇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陈二村成了
共富路上的“先行者”。

安居乐业就是大陈二村村民们最真实的写照。
别看现在很多村里都在进行有机更新，而大陈二村
是全市最早实施旧村改造的农村之一。随着村里新
房一幢幢拔地而起，众多企业慕名而来。截至目前，
大陈二村拥有个体私营企业67家，年产衬衫2000多
万件。

由于衬衫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
业，各种服务行业店铺165个，民工宿舍不下百家。
正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也为大陈二村增加了成百上
千个就业机会，不仅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还
吸引了6500余名外来建设者常住村里。去年工业产
值达6.1亿元，人均收入达6万余元。

同时，大陈二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里现有

资金1500万元，集体资产价值9000多万元，每年现
金固定收入1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更
是为村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全村村民都由村集体
出资统一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其中有40%的村民已
转为城镇职工保险，老年人每年可领取人均30000
元左右的养老金，看小病买药自己不用花钱，大病住
院可以享受90%左右的医疗报销。村里还给每位村
民交了意外险，并且每年每人可领到1500元的口粮
钱。此外，在人居环境提升上，大陈二村持续发力。舞
台、小广场、篮球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等
场所应有尽有，道路硬化30000平方米左右，人行道
4800米，绿化15000平方米。

今年，大陈二村持续以党建为牵引，共富目标再
升级，在提升福利设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福利机
制，探索“城乡无差别”的设施服务水平，打造义乌市
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以实现更可持续、更符民意、
更高品质的“共同富裕”。

安居乐业的共富图景

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衬衫的生产基
地，目前，大陈镇区块内有服装企业 175
家、规上服装企业 31 家，年产衬衫 1.3 亿
件。但近些年来，受限传统厂房的建筑结
构、层高、承重等缺陷，导致我市服装产业
的转型升级跟不上先进地区的步伐，企业
及产品竞争力下降，传统服装企业面临着
巨大压力。对此，大陈镇急企业主之急，想
企业主之想，谋划推进前山数字与智能化
服装产业社区，打造服装企业发展的“未
来之城”。

大陈镇常务副镇长王鑫介绍：“原本前
山产业区的大部分工业企业以部分出租或
纯出租为主，产业配套设施陈旧，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等问题。再加上产业区内为破题
发展，大陈镇高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结合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建设以前山区块
为核心的全新产业平台。”

为了让“未来之城”早日建成，大陈镇
将投资 20 亿元的义乌市数字与智能化服
装产业社区项目列入全镇首个揭榜挂帅项
目，由主要领导挂帅成立“空间拓展+产业
转型”专班，挂图作战、组团攻坚，顺利破除
贝克曼公司有机更新、返租企业腾空等历
史遗留问题 5 个，连片拆除 4 家企业 5 宗地
242 亩低效工业用地，推动 3 个月内就实现
地块的征迁、腾空、供地，成功招引义乌数
字与智能化服装产业社区项目落地，为传
统行业转型升级拓展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数字化产业社区，建成后的社
区将围绕规范化管理、数字化改造、产业与服
务联动、产业与生活结合等方面对项目进行
综合管理，打造成为义乌智慧型标杆社区和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社区。

思路已明，白纸上画宏图不是梦。王鑫
表示，接下来，大陈镇将全力推动数字与智
能化服装产业社区的落地，加大招引高能
级产业平台落地力度，继续坚持项目为王、
平台赋能、挖潜增效，进一步对标一流，从
而将整个前山区块打造成产城融合的城镇
发展新区，真正实现产业振兴、产业兴旺，
提升大陈的实力、魅力和活力，让“美丽环
境”加速向“美丽经济”转化。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文/供图

指日可待的“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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