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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是形，文化是魂。
苏溪镇历史底蕴深厚，历代文人墨客为苏溪

留下了众多经典诗词，为苏溪打造义乌第一条“诗
路”奠定了基础。在全力推进美丽城镇建设过程
中，苏溪将“诗意苏溪”的文化特色融入其中，着手
打造“苏溪诗路”文化长廊来体现苏溪特色、苏溪
文化、苏溪品位。

“苏溪诗路”的打造是美丽城镇建设中的“点
睛之笔”，是产城融合、全域发展，串联工业区与生
活区、城镇与乡村、工作与休闲的发展工程；是凝
聚精神气质、带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让苏溪人更爱
苏溪、新苏溪人爱上苏溪的文化工程；是提升苏溪
城市形象、提高苏溪美誉度、增强群众幸福感、优
化营商环境的民生工程。

“我的成功离不开家乡的哺育。”华灿光电（浙
江）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周福云说。2016年，周福云
带着总投资60亿元的光电项目回到苏溪，还动员多
家同行企业进驻苏溪，其中不乏行业内龙头企业。同
时，苏溪镇积极提供各种服务，引进多家光伏企业。
短短几年，义乌建起一条光电全产业链，工业重镇
苏溪完成了以传统服装制造业为主到高新技术为
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跃成为“光明之都”。

回到苏溪的不仅有财富，也有精神食粮。在苏
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楼，海飞书屋总是能吸

引很多孩子驻足。海飞出生于苏溪镇蒋宅村，是著
名作家，他发起捐赠，汇聚全国各地儿童出版社书
源，为书屋筹集儿童读物。同时，苏溪镇整合社会
资源，目前海飞书屋已筹集正版图书16500余册，
成为孩子阅读的海洋。

如今，当你驻足孝义广场，欣赏这座义北“不
夜城”的绰约风姿之时；当你穿越繁华走进颜乌故
里，聆听孝子颜乌葬父、乌鸦衔泥助葬而伤的传说
之时；当你登高俯瞰高新区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时代“呼啸而来”之时……你
会由衷地发出感慨：这座城市的细节越来越饱满，格
局越来越开阔，文化越来越厚重。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站在城镇转型、跨越
发展的历史节点上，苏溪镇对照金华高水平建设内
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要求，贯彻落实义乌市委“138”
战略，锚定“孝义故里 光明之都 港区新城”目标，扛
旗争先、唯实惟先，为浙江打造“重要窗口”、义乌争
当“重要窗口”模范生贡献苏溪力量。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文 苏溪镇/供图

文化赋能 高品质打造“苏溪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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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产业兴旺，几年时间，苏溪完成了以传统服装制造业为主到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跃成为“光明之

都”，连续3年位列金华市工业十强镇榜首；这里文化底蕴丰厚，最负盛名的当数孝义文化，义乌古称乌伤，来源于苏溪“颜乌

葬父”的古老传说。

这就是苏溪。近年来，苏溪镇积极做好“融合”大文章，系统推进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文旅融合，为打造义乌共富样板夯

实产业基础，凝心聚力走活乡村振兴发展大棋局，开启苏溪镇人民共同富裕美好生活新征程。

产业与城市同步成长，苏溪向未来奔涌不息。
“你看那边是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建成

后，义乌—宁波进出口海铁联运业务都能办理，光
伏光电企业的出海通道将更加便利。”苏溪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依托已开工建设的金甬铁路，义乌
（苏溪）国际枢纽港可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佳的区
位优势。

打开苏溪镇地图，以阳光大道为中轴线，西面
是老镇区，东面是高新区。眼下，随着产业升级，苏
溪镇正着力推进产城融合，把“生产区”和“生活
区”融合起来。

苏溪之心商业广场距离光源科技小镇不到
1 公里，这里的肯德基现已成为义乌最热闹的
肯德基门店。光源科技小镇现有企业员工 4.8 万
余人，近年来，苏溪镇通过建立商业综合体、修

建学校等完善镇村生活圈体系，新苏溪人宾至如
归，安居乐业。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
者来。’”提升产业高度，增强民生温度，人才纷至
沓来。2016 年总人口 17 万的苏溪，到 2021 年底，
总人口达21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员5.5万，各种人
才超过2万。

“人才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苏溪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苏溪不仅关注大企业的招引壮大，也关
注小微企业从“0”到“1”的孵化，从而构筑“大企业
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活跃场景。

6 月 27 日，由苏溪镇东洪、青春、后店、塘头
应、后山坞、下陈等6个村出资，蔡静等青年委员
运营的“小众云仓”启动，旨在为小型电商提供仓
储、在线交易、拣货、打包出库、电商直播等服务。

“每年盈利的60%返还给村集体。”蔡静说。
共同富裕，关键在“共同”，难点也在“共同”。

从“消薄”到“强村”的路上，多村参与项目联建的
形式，成为苏溪镇壮大集体经济、奔向共同富裕的
新路径。

2018 年 11 月底，苏溪镇将原来的 69 个村调
整为5个社区、43个行政村。同年，首创成立镇联
富投资有限公司。今年10月，全镇43个行政村经
营性收入全部超50万元，殿下、西山下等9个村的
经营性收入超100万元。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居住。”如今，苏溪老百
姓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

近年来，苏溪镇将农村有机更新作为推进共

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新建房屋就是居（村）民的“聚宝
盆”。苏溪镇目前有19个村正在有机更新，仅今年上
半年就完成签约 1400 余户，拆除旧房 15.4 万平方
米。以上甘村为例，村民除去打工、做生意的收入，将
房屋出租，每户一年还可得到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
等的财产性收入。

2020 年 12 月，苏溪镇在 2019 年获得浙江省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的基础上，又获得浙
江省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省级样板的殊荣。随着
美丽城镇建设的推进、“六纵十横”交通路网的完
善、高新区小学的投用和苏溪中学的筹建，苏溪镇
将不断提升城镇能级，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产城融合 走活发展“一盘棋”

孝义故里苏溪镇开展孝义传承弟子规朗诵活动。

苏溪镇美丽乡村杜村。

苏溪镇“六纵十横”交通路网体系之镇前街延伸。

苏溪镇华灿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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