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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一

留史之痕兮，存古之迹。
要说这里的幸福，从地名就可以感受

得到。
就义乌镇街史而言，福田是最短的，但

从义乌“福田”的名称而言，却是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据浙江省民政局编的《浙江区划
地名溯源》载：（福田）以辖区内的福田寺得
名。明、清时为崇德乡三都。民国三十五年
(1946)为紫金乡。1950 年分属福田、宗宅、
红牌等乡及稠城镇。1956 年为福田乡。
1958年为稠城公社福田生产大队管理区。
1961 年成立福田公社。1983 年复称乡。
1992 年并入稠城镇。2002 年属稠城街道
（《浙江区划地名溯源》，浙江省民政厅编）。

福田禅寺，约有1160年历史。据《义乌
县志》记载:“（福田禅寺）始建于唐咸通懿
宗年间（866），由唐太宗曾孙李词（时任义
乌知县）选址勘基，双林禅寺大和尚释福田
禅师建寺，初名‘福田禅寺’。五代后晋天福
四年（939），寺毁于一场火灾。北宋天圣七
年（1029）重建，宋仁宗皇帝赐额，更名为

‘福田教寺’”。
在《辞源》中，对“福田”这一词条的解

释是：“佛家谓积善行可得福报，犹如播种
田地，秋获果实。”难怪佛教中有“广种福
田，报德报福”之偈语。积德行善，对于世人
来讲，是求一份平安，求内心向善，求社会
和谐。福田，积德行善当然是幸福的。

此外，在民间还有另一说：早先，福田
一带濒临义乌江，洪水退去，河滩上满是小
河汊子，串起大大小小的小洼，织成纵横交
错的水网；网眼里那零星的土地，生长着一
片片水草、一簇簇野花、一丛丛绿苇。岁月
变迁，义乌江得到治理，沼泽地逐步改造成
农田、沙渍泥土，加之灌溉便利，使农人屡
获丰收，福泽来自福田，因而顺理成章地称
其为“福田”，成了农耕文化的标志。

二

得地势之利兮，享区位之贵。
福地原来别有洞天。正因为是福地，如

今的福田，具有区位优势。福田街道应天
时、顺地利、集人和，将三者优势融为一体，
成就了义乌的商业中心地位。义乌国际商
贸城，就坐落在福田街道。她依托国际商贸
城、国际文化中心等现有平台，围绕国际贸
易升级版，着力培育数据信息、国际商务、
国际会展、贸易金融、文化服务、跨境电商
等产业，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联动发
展。集中布局国际论坛、国际社区、国际服
务和国际文化等区块，完善城市国际功能，
大力推动对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发挥业
已形成的商业网络优势，利用贸易信息渠
道，以跨境电子商务为核心，互联网金融、
国际物流为配套，大力发展进口转口贸易。

同时，她还融合国际商贸城、金融服务
区商圈，打造“购物旅游+世界美食”金名片。
不仅如此，坐落在福田的义乌港（义乌内陆口
岸场站），成了“新丝绸之路”的起点。

由此不难看出，福田街道历史虽短、面
积虽小，可义乌之“大”，在此却能处处得以
体现。难怪有人说福田是有魔力的，有着很
多让人“着魔”的地方。福田是义乌乃至中
国城市现代化的缩影，是文化交流和文明
互鉴的生动写照。福田的“魔力”和她的

“大”不无关系，因其包容而多元，因其多元
而多彩。

正因为福田是义乌的“缩影”，所以福
田是年轻的，又是厚重的；福田是精致的，
又是阔大的；福田是开放的，又是多样的。
义乌何以成其大？让我们走进福田，深入这
座城市的记忆，就能够感知时代跃动的脉
搏，深知是包括福田街道在内的“魔力”而
成其为大。

鉴此，在这片年轻的土地上，我们依然
能读出她背后的精神——精心和苦心、忍
耐和坚持、负重和拼搏。

三

盛世之伊始兮，机遇之初至，唯有登高
望远，方能抢占先机。福田街道汇聚优势创
新资源，提升创新引擎能级，布局创新资源
联动建设，让创新平台组织形式形态与人
才发展相互促进。

2014年10月，福田街道举行揭牌仪式，
从此，敲击时代鼛鼓，福田干部群众青蓝相
继、矢志不渝。10年来，大家初心如磐，使
命在肩，记录拼搏与梦想，书写新时代的华
章，从而使福田街道成为有福之地。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义乌市部分
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福田街道2014年10
月从稠城街道析出，辖诚信、长春、福田3
个社区及东前王等59个行政村，面积40.3
平方公里，总人口19.4万。如果按1992年5
月撤区扩镇并乡时5个区、49个镇乡的行
政区划布局，大致涵盖了那时城阳区的福
田乡，义东区的尚经乡、下骆宅乡，苏溪区
的前店乡以及路东乡的部分区域。

当历史赋予她一次机遇，犹如奏响一
部辉煌的交响诗——长歌浩荡，空谷和鸣，
千回百转，韵律悠长。她揭示一种信念，塑
造一种风格，诠释一种启迪，体现了一种全
新的城市业态。无论对于福田，对于义乌乃
至浙江，对勃兴于21世纪20年代的改革创
新，都将是一次壮行。机遇与挑战，就这样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浙江中部的这一方热
土。这是福田奋力前行的十年，经过十年努
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开启了系统性变
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四

魅力福田，熠彩卓然兮。
时光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雕刻

师了,悄然之间,一切都被雕琢得耐人寻
味。走在福田的一些老街,星罗棋布的厂
区、园区，已在不经意间改变着这里的容
貌。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这片土
地上拔地而起,让人感受着城市的迅猛发
展。福田街道所在的新城区,更是日新月
异、气象万千。这里的蓝图已经渐次铺开,

伫立于义乌江畔的福田，不断发生着可喜
的变化。而那些藏匿于整个街道中的古村、
书院、宗祠等,则在城市的更新中闪烁着古
朴、温润的光泽。还有散布于这个街道中的
各类图书馆、大小公园,无不散发着蓬勃的
生机和活力。

除了城市，福田的乡村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十年来，福田街道以提升农村
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为抓手,为乡村“量身
定制”发展模式，项目化推进全域美丽乡
村、未来乡村建设。如官端前村，在组织融
合发展农耕体验、垂钓、农家乐、采摘体验、
儿童乐园等多种业态的同时,还举行春耕
节、荷花节、丰收节、红糖节等多项活动,以
此打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近年来，福田街道为了不断提升营商
环境，坚持从政务服务改革开始，推动政
府服务从便捷到增值的全面升级。正因如
此，不少企业纷至沓来，如殿前村，通过改
善环境，不仅吸引了 180 余家小微企业
入驻,还引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物流等
产业；白岸头村则利用 2000 平方米的闲
置土地，设置了 20 个配备背景、灯光、移
动 Wi-Fi 的移动直播间，吸引 400 多名电
商主播进场直播。

营商环境的改变，大大提升了这里的
能级，加之做强项目引擎，助推村集体经济
加速跑。迄今为止，福田街道不仅完成创建
官端前、殿前、下沈、白岸头等8个未来乡
村及3个和美乡村,而且辖区内所有村都实
现了“全年完成5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
的目标,其中 18 个村经营性收入达 100 万
元以上。

此外，福田街道积极培育发展移动互
联网新兴经济业态，推动网络互动销售新
模式，深度挖掘“短视频+直播”在日用小
商品销售领域的潜能，当前，号称“网红带
货第一村”的江北下朱，已闻名遐迩，享誉
全国乃至全球。据振兴社区党委书记楼春
介绍，迄今为止，“江北下朱电商从业人数
已达1.3万余人，峰值可达2万余人。”在江
北下朱从事直播的人员平均年龄在26岁
左右，以“90 后”为主。他们为江北下朱及
周边乡村，创造了日均60万元的新零售订
单，年交易规模近百亿元的商业“传奇”。据
统计，目前江北下朱新零售市场已有1000
多个社交电商品牌，持照市场主体达4500
余个，快递企业驻点30余家，30多个国内
外知名品牌如无印良品、迪士尼、康佳等争
相进驻；同时，国内的阿里巴巴、京东、淘
宝、拼多多等多家知名平台也纷纷入驻。江
北下朱及周边实现日均新零售100万单以
上，年交易规模超200亿元。

不仅如此，福田街道大力推动“美丽田
园”向“美丽经济”转变,让乡村振兴之路越
走越宽广。每逢春天，红旗湖、建设湖水波
潋滟，一重重波浪浇灌着一片片沃野嘉禾，
一层层涟漪揭开一页页历史的篇章。

人们在花谷梯田、竹影钓场、幸福茶
咖、森活露营、樱花园以及5G智慧跑道上
流连忘返，自由自在地徜徉于田间地头，尽

享农耕休闲之乐。人们在福田街道的全宅、西
界、溪前、齐街等村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
研学基地里观光、体验、品味粮食的环保

“芯”、健康“经”、科学“味”，放松释怀于质朴
的“农趣”；而下兆、下华店、白岸头、洋塘桥头
等传统村落生产制作的红糖和杏园村、殿前
村共富工坊里加工制作的南蜜枣，既是人们

“围炉煮茶”时舌尖上的甜蜜零食,又可作为
馈赠亲友的珍贵礼品,乡村购物游随之红红
火火。春的芬芳,夏的热烈,秋的沁凉，冬的缱
绻,流转于四季的幸福,是福田街道奉献给烟
火人间的最美风景。

钟灵毓秀的风光形胜，丰盈飘逸的诗画
情韵，福田的大自然构成了一种十足的魅惑。
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显然更容易萌发对于自
由洒脱生活的向往。将身心融入这一片清幽
山水，观烟岚云霞，听松涛流泉，这样的诱惑,
岂不是难以抵挡？

由此不难看出，今日之福田，山水登临依
旧秀美，人物邑居愈发繁盛。

五

纯朴之时尚兮，良善之风气。
在福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举办形

式丰富的宣教活动，倡导向上向善良好风尚，
把文明新风送到千家万户，从而使整个福田
街道文明新风润人心。

一个地方的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善
用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是福田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的一着妙棋。十年来，福田街道高
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大力革除陈规陋习，涵
养树立新风正气。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
度关注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攻关，比如农村
的移风易俗问题。积极创新方法路径，进一步
完善移风易俗长效落实机制，通过一系列有
序有力举措，促进乡村文明焕发出清朗新气
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
等文明风尚日渐深入人心。

近年来，福田街道结合宗泽、楼化篷、赵
平生等历史名人典故，以廉洁文化建设为抓
手，持续弘扬清风正气，教育党员干部敬廉崇
洁。福田街道结合村社特点，充分挖掘群众身
边的廉洁文化资源，在宗宅、九如堂、尚经等
村，引导村民提炼家规家训，在村道旁、家门
口公开晾晒；还在村文化礼堂建设“清廉居”
展馆，展现清廉村居建设成果，讲好村庄发展
历史、村民家风故事。在兴港小区，由业委会、
物业、居民代表共同商议，利用小区内连廊、
园林、展示墙、宣传栏，打造家风长廊、清风读
书角等文化设施，以廉洁元素点缀小区氛围，
丰富居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市民文化素质，
真正达到“清风拂面，以文化人”“提升文化自
信，让文化之风浸润千家万户”的作用。

“印象福田”是这里的一张响亮名片。“打
造‘印象福田’项目,旨在提升品质文化生活
圈的品质,让文化惠民更利民,从而使居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6月5日,在福田学院隆重举行“印
象福田”品质文化生活圈活动，气氛热烈，应
者如云。除了福田街道商城社区、诚信社区、
罗店村等13个村社负责人参加，福田街道舞
协等6个项目负责人也都积极响应，踊跃参
加。在“印象福田”品质文化项目发布会上,共
发布了“当阅读遇上戏剧”——“阅福田”、“国
风·民俗·非遗”——“雅韵福田”、“五福义

家”——“友好福田”、“百家舞苑”——“舞韵
福田”、“梨园风华”——“戏曲福田”、“翰墨润
心”——“写意福田”6个项目内容。

入围的每一个项目都根据福田街道辖区
居民的需求量身定制，并经过精心打造。其中

“阅福田”项目是福田街道前几年就创办的品
牌阅读项目,旨在配合读书节，提倡全民阅
读。读书节在福田街道办得风生水起。如今，
福田街道的读书活动又有了创新，先前让辖
区的乡贤、文化能人、老师用视频的方式推荐
图书；而如今，除了保持传统项目，还直接将
绘本故事编成手偶剧进行表演。

“当阅读遇上戏剧”，不仅形式生动,而且
能够让孩子、家长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故事的
内涵和魅力，更接地气。同时,共探式深度绘
本阅读，能够让受众更加深入地学习和了解
故事，带给人们启发，启智开慧，促进涵养内
化，利于个人成长。

从今年开始，福田街道让优质资源集成
“入圈”，文化生活品质“出彩”，努力打造“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2022 年以来，以文化阵地为中心，以
“15 分钟”为时间半径，高标准建成 13 个
“品质文化生活圈”。从今年起，福田街道更
是着力打造了“印象福田”品质文化项目，
不仅“腾”出了更多便利的公共文化空间，
也为百姓“圈”出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沉
甸甸的幸福感。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以“品质文
化”著称，有多元化的公共空间、多元化的选
择,更是全力满足各年龄段“圈内人”多元化
的需求。这得益于福田街道在全市层面遴选
出各个专业领域的优秀团队，整合优质资源
集成“入圈”。

“入圈”的项目尽可能根据当地居民的需
求量身定做。如“国风·民俗·非遗”——“雅韵
福田”项目，根植传统文化，结合民俗节庆活
动，融合非遗项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宋代点
茶、簪花、扎染、香道等手作的方式，实现文化
经典的弘扬和传承,同时提升文化自信,让文
化之风浸润千家万户……

近年来，福田街道文联先后创编舞蹈《十
里荷花》、歌曲《第二故乡过大年》、快板《义乌
书写奇迹新篇章》等艺术类节目33个，获得
省级荣誉3项、金华级荣誉6项。

文化能够连接心灵，艺术可以沟通世
界。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康庄大道上,福田
街道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全域建设“人文荟
萃、活力时尚、开放包容”的文商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为全市乃至全省高质量打造新时代
文化高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
多“福田力量”。

吴潮海 文/图

福田，福泽之地

和美家园,幸福之地。这句话是
不少福田百姓挂在嘴边的口碑、烙
在心中的自豪。福田人说起福田之
美,那是一种对融入城市的切身体
会，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咏叹，一种
融入其中的亲身感受。这几年,但凡
聊起身处之地，福田人不约而同说
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在福田，这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

要体会幸福，幸福常常是朦胧
的，颇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不
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实际上它
多半只是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扑面
而来；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太
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
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全宅地里高粱丰收。

新塘下村婺剧演出。

福田街道第三届篮球赛。 福田湿地公园。

福田街道金融商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