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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佛而名，因水而商，因商而盛。

佛堂享有“千年古镇、清风商埠、佛教圣地”的美誉，为浙江四大古镇之一。

佛堂商脉历史悠久，是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发达的商埠经济，营造了古镇佛堂极其深厚的商业文化

历史底蕴。今日的佛堂老街，仍然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延续着鼎盛商风。

由此可见，义乌商贸“基因”自古强大。

10月17日，佛堂镇双江湖科教园区，备
受关注的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一期二标段建设现场，大型吊机、各类挖掘
运输设备来回忙碌，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场
景。省建工集团1200余名建筑工人，正进行
架设支模架、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作业。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项目
位于佛堂镇王宅村区块，是义乌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的标志项目，也是提升双江湖科
教园区产学研品质的重点项目。佛堂镇抢干
快干，有序开展王宅村整村集聚工作，为浙
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项目落地腾
出了空间。

而就在建设现场的不远处，中国计量大
学现代科技学院已然步入正轨。经过两年多
时间的发展，如今的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已经拥有近万名大学生与教职工。待到
明年6月，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将迎
来在义乌就读的首批本科生。

随着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浙江
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
高校落地双江湖科教园区，佛堂的人才层
次、科教配套也焕然一新。

今年 6 月，佛堂镇党委与市委党校、中
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签订了三方战略
协议，以“教学资源共融、教学制度共管、发
展人才共育”的三共合作模式，共建乡镇党
校；同时，积极谋划开展校企合作交流，通过
面对面招聘、进企实习让更多大学生人才留
下来。

佛堂镇还联合校方举行了中国计量大
学浙中科创走廊成果转化对接会暨现场科
技学院科技成果推介会。会议现场，6 家企
业与学院签署全面产学研合作协议，推动科
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促进
产业发展、产业带动科技创新”良性循环。

佛堂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将持续在
科技、人才、社会服务等方面，推进区域合作
和校地共同创新，以实际行动助力义乌高质
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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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实木、闪亮的金属、流行
的色彩、个性的拼贴……在义乌市锐
超相框有限公司，1000 多平方米的展
示厅内，各色相框陈列其中。凭借质
量上乘、风格多样的相框，该企业在
今年 3 月份公布的企业名单里，首次
入围 2021 年度义乌市工业企业“五十
强”。

在佛堂镇工业园区，这样的场景
比比皆是。近年来，佛堂镇围绕工业
功能区，推进存量提升，以小微产业
园建设和工业用地分类管理为抓手，
实现“宗宗有规划、亩亩有导向、企企
有提升”，有力促进产业转型、工业发
展，成为义乌市场坚强的“后盾”。

7 平方公里的工业功能区，集聚
了 1000 余家传统企业和 4 万余名产
业工人。在 2021 年度义乌市工业企业

“五十强”中，佛堂企业更是占比超过
五分之一。同时，佛堂坚持把产业集
群化发展作为关键举措，谋划拓展西
北、东南两个发展空间，联合义亭、赤
岸打造高质量“万亩千亿”产业平台，
招大引强，落地投资 102 亿元的晶澳
科技等高新项目。

佛堂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一年，佛堂全年完成
有效投资 10.3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 7.6
亿元，分别增长47.6%、63.6%；完成工业
总产值338亿元，落地15个亿元以上项
目。佛堂镇还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每年聚焦科技创
新，多举措不断激励企业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保
障，做深做实三服务，严守安全线，争做
能级提升尖兵，全力做强智能制造主引
擎。”该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一流
标准、一流状态”扛旗争先，为义乌市场
发展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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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老街，老宅门楼上“与德为
邻”的大字，阐述着诚信为本的经商理
念，见证着佛堂百年商埠的繁华。义乌市
场建设40周年来，从佛堂走出去的商人
数不胜数。

义乌小商品市场创业者代表之一冯
爱倩，便是佛堂镇竹园自然村人。“我小
的时候，佛堂码头很热闹的，每天来来往
往的商人很多。”在义乌市收藏品市场的
店铺里，冯爱倩笑着说，其实她从小就开
始做“生意”了，很多本事都是在佛堂码
头看会学会的。

冯爱倩说，她年幼丧父，家中一贫如
洗，全靠母亲帮人洗衣度日。懂事的她，
从小便开始拖着篮子到码头上收衣服。
等母亲衣服洗好后，她再送回去收取洗
衣费。这样的经历与成长环境，让冯爱倩
耳濡目染，慢慢有了经商头脑，也培养了
她争强好胜、以思办事的倔劲。

1980年，冯爱倩毅然辞去义乌饭店
厨师工作，摇起了拨浪鼓，做起了小商品
生意。但是当时，人们把鸡毛换糖、设摊
经商，看做是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
为此，冯爱倩多次向当时新上任的县委
书记谢高华反映社情民意，要求放开办
市场。此后不久，在县委的支持下，摊贩
们在湖清门地段开始设摊经营，形成了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从最初的边躲边摆摊，到建成全球
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昔日人贫地瘠的
内陆小县，到今天的市场传奇——一步
步走来，冯爱倩与所有佛堂商人一起，见
证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
的义乌市场，诠释了诚信为本、开拓进取
的佛堂商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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