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图

佛堂镇倍磊村，又称双溪六石、倍磊
街、倍磊埠头，始于宋代，崛起于明代，清
代达到鼎盛，又被誉为民国时期义乌“烟
灶达千”第一大村。近年来，佛堂镇积极
推进倍磊古村保护与发展，让历史遗存
与未来生活共融，在现代文明中赋予传
统村落新的生机与活力。

千年古村 文脉如织

走进倍磊村，随处可见白墙黛瓦。作
为中国传统村落、义乌首个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村里保留较完整的明清古建筑
有近百座。村里老人介绍，倍磊以前叫

“双溪六石”。“双溪六石汇玉流，五桥四
枧把门守”，一副对联将倍磊村山环水绕
的村居环境形象概括。

双溪，指的是贯穿倍磊村的东溪与
西溪，源自八宝山及其余脉。东溪又称锦
溪（因倍磊有锦城之称），西溪又称竹坑
溪。双溪是旧时村民生活用水来源，并滋
润着千顷良田。六石，相传是村内的六块
奇石，三石成磊，成倍就是六石。倍磊村
名，由此而来。“这六块石头，我小时候都
见过。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只剩下一块半
有迹可循，面前的这半块就是其中一块
石头被雷劈成两半剩下的。”倍磊村党委
副书记陈兴海感慨道。

五桥，指的是建于双溪之上的石
桥，诸如半溪桥、田大桥等，有些至今还
在发挥作用。四枧，即堰坝，如桥头堰、
双溪堰、大坑堰等。得益于先天的双溪
环绕、后天的堰坝建设，倍磊农业旱涝
保收，当地有民谚“大旱三分收，大涝三
分成”为证。

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倍磊
村自古繁华。据史料记载，义乌江进入倍
磊区域后，水势突然变得平缓、江面宽
阔，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因此也
叫倍磊埠头。到了明清时期，倍磊埠头成
了重要商埠，是浙中水运的主要商贸集
散中心之一。

村里老人回忆，旧时的倍磊老街，南
来北往的客商川流不息，十里八乡的人
没有不知道倍磊村的。交通便利和商业
繁荣，使得倍磊人很早就学会了做生意。

繁华的航运和天然良港以及“市、街、埠”
三者合一的独有商业模式，富裕了一代
又一代的倍磊人。

明万历《义乌县志》也有记载，当时
义乌全县有 16 个集市、10 条知名品牌
街、2个义乌江埠。倍磊村是唯一的以古
代商业为主体，集市、街、埠“三栖”的古
村落。

如今，在倍磊老街口的白墙上，依旧
绘有一张《倍磊村图》。透过村图，仿佛看
到了倍磊老街内曾经满满当当的酒肆、
茶馆、当铺、铁店……

保家卫国 名声远扬

浙江省文物局日前公布了 2024 年
第三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位于倍磊老街
街头的戚家军义乌兵事迹陈列馆榜上
有名。这座陈列馆，不仅仅是简单的乡
村博物馆，更是倍磊人心底的精神丰
碑，静静述说着戚家军那段辉煌而壮丽
的历史。

明朝年间，义乌兵跟随戚继光抗
倭、剿匪、戍边、修筑明长城，“壮士死于
锋镝者不可计算”，义乌人口与明朝初期
相比减少了一半以上。作为戚家军的策
源地，倍磊村作出的牺牲更是巨大。“父
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顾其弟，妻不得有其
夫”。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义乌知县
周士英更是为“拯一方之倒悬”，请求朝
廷罢招义乌兵。

戚家军义乌兵中，英勇善战的倍磊
陈氏子弟涌现出许多将校军官。根据陈
炳光先生所著的《义乌兵中的倍磊籍将
校》记载，义乌兵中的倍磊籍将校武官有
49人之多。

倍磊籍抗倭名将有陈大成、陈禄、陈
子銮、陈蚕、陈九霄、陈文澄等，其中最出
名的当属陈大成。作为戚继光的“左膀右
臂”和倍磊籍义乌兵的“领头羊”，陈大成
跟随戚继光南征北战、保家卫国，经历大
小战役数十次，立下了赫赫战功。

如今，倍磊村的男女老少，依旧能对
那段应征戚家军义乌兵的历史说上一
二。在戚家军义乌兵文化的传承发展中，
义乌人形成了刚正勇为的品格和精神特
质，而这种特质也深深地根植于倍磊人
的精神文化中，世代传承。

未来乡村 华丽变身

连日来，在倍磊村农田附近的生态
水渠驳岸边，几名工人正在完善佛堂农
业“双强”示范区农旅基础设施一期工程
的观光栈道。这里将新建栈道、亲水平
台、观景塔、水渠游步道及配套设施，进
一步促进佛堂农业“双强”示范区建设，
推动农旅融合转型升级。

佛堂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倍
磊村借助佛堂农业“双强”示范区建设，围
绕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引进社会化农业服务企业，打造现代
化农业示范基地。同时，以倍磊古建筑群
为核心，有机融入古村文化、现代田园风
情、未来乡村等元素，形成产业地图，积极
探索打造老街休闲旅游与研学新路线。

倍磊村的华丽变身，还吸引不少农
创客来村里扎根创业。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倍磊村为年轻创客提供前期研
学场地免租等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农
村新业态入驻倍磊村。拥有千年历史
的倍磊村正在华美蝶变，演绎着未来乡
村的新故事。

倍磊百工坊是首个入驻倍磊村的非遗
研学项目。“目前我们开设了竹编、扎染、剪
纸等不同的研学体验课程，供前来研学的
游客和学生们体验。”倍磊百工坊负责人表
示，倍磊老街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两年
随着倍磊村的快速发展，老街上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了。

“特别想为倍磊村创作一个关于戚家军
义乌兵文化的本土相声作品。”居住倍磊老
街多年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义乌市相声
快板评书学会会长党勇表示，戚家军义乌兵
的故事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文学创作，他希望
通过相声把义乌兵精神传递到更多地方。

倍磊村还是义乌市青年摄影家协会采
风基地。近日，义乌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再次
走进倍磊村，上门为42名80岁以上的老人
提供免费拍照服务。“每次按下快门，都是
对老人时光的记录和沉淀。”义乌市青年摄
影家协会会长徐伟说。

变化之后，便是水到渠成。今年年初，
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和省风貌办联合
公布 2023 年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成效评
价结果，倍磊村成为我省第三批省级未来
乡村之一。

倍磊村：千年古村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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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赋能 乡村共富

▢ 全媒体记者 何彦婕

本报讯“今天的研学活动太精彩
了，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体验更多的中
国非遗文化。”结束了生动有趣的非遗研
学活动，来自苏丹的Lamer兴奋地表示。
10 月 26 日，我市 20 组中外家庭赴浦江
县檀溪镇潘周家古村落，体验了一场生
动有趣的研学活动。其中9组为国际家
庭，分别来自埃及、也门、苏丹、西班牙等
国家，他们相约共赴这场文化交融之旅。

活动现场，孩子们带着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浓厚兴趣，踏入了充满历史底蕴
的潘周家古村落。在盘溪手工面非遗传
承人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潘周家的干
面制作工艺。选料、和面、揉面、拉面、晾
晒，在非遗传承人的详细介绍下，大小朋
友都听得津津有味。

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孩子们亲自动
手体验了湿面制作技艺。当他们品尝到
自己亲手制作的面条，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没想到我第一次制作中国的传

统美食这么成功。”来自埃及的Awad告
诉记者，这次体验让他对中国的文化有
了更深的理解和喜爱，“我会把这次经历
分享给我的朋友们，让他们也来感受中
国的魅力。”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非
遗研学活动，不仅让中外家庭领略了
古村落的风情，体验了我国非遗文化
的魅力，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增
进感情、共同学习的平台，让他们在游
戏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同悦社工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在市民政局的指
导下携手各方力量，举办更多类似的非
遗研学活动，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
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据悉，本次活动由金华市非遗保护
和信息中心与义乌市民政局联合指导，同
悦社工联合金华鱼头亲子社共同组织，旨
在促进流动儿童尤其是国际流动儿童更
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华非遗文化的
深厚底蕴。

中外家庭体验非遗研学活动

深秋季节，阳光明媚的下午，大
陈镇赛车公园内人声鼎沸，儿童卡丁
车、成人赛车、马术体验等多元化文
旅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这一热闹景
象的背后，离不开大陈镇“乡村运营
师”人才项目的推动与乡村创客的积
极贡献。

近年来，大陈镇积极响应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以农旅、文旅融合为发展
定位，全力推进“乡村运营师”人才项
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引进青年创客和
专业运营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
血液，激活乡村旅游潜力。自项目启动
以来，大陈镇积极对接青年创客，成功
吸引了85名创业青年扎根乡村，为乡
村文旅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大陈镇党委、政府在人才支持上
也是不遗余力，他们通过提供政策支
持、资金扶持等措施，为“乡村运营师”
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青年才俊们凭
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激活了一个
又一个乡村旅游项目，助力大陈镇串
联起3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累计为
大陈镇农村增收超过3600万元。

“80后”青年创客吴云英便是“乡
村运营师”人才项目的受益者之一。她
因该项目重启了自己的“田园梦”，在
溪后村开出了一间新潮、接地气的咖
啡馆。吴云英以入股合作模式运营，进
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村民
共富。新开的咖啡馆，通过对老房子进
行细致改造，既保留了复古元素，又增
添了观景平台，使之成为溪后村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为了增添咖啡馆的魅力，吴云英还

对外招聘人才，引入“00 后”咖啡拉花
师，结合当地龙虾节创新推出“龙虾咖
啡”，开业首月营业额即突破20万元。

吴云英的成功案例只是大陈镇人才
项目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被吸引到大陈镇，参与水上市集活动
策划、赛车公园运营等各项工作，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去年年
底以来，大陈镇还推出“人才旅游地图”，
开发出一系列人才旅游专项线路，实施
全省大专学历以上人才的全面优惠政
策，积极打造人才康养的“后花园”。

打开这张主题鲜明的“人才旅游地
图”，各类信息标注清晰，不仅包含了大
陈镇 20 多个惠才商家的分布点，还用
不同颜色标明了 5 条涵盖休闲、亲子、
购物、祈福、采摘各个主题的特色游玩
路线，在地图上也用相应颜色将25个优
势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图文并茂，让人一
目了然。

“点燃‘人才引擎’，为乡村旅游经济
注入强劲动力。”大陈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大陈将进一步丰富人才康养“后花
园”项目内容，不断增加惠才商家、人才
路线、人才活动，丰富人才体验，引“凤”
常嬉。通过旅游吸引人才、人才服务产
业、产业振兴经济，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来
大陈镇旅游、居住、创业，共同书写乡村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文/图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本报讯 近日，城西街道夏楼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
过了关于235国道拆迁第一批农户安置区块确定及第二批
有机更新启动等决议。

夏楼村第一批有机更新工作于2022年8月正式启动。随
着235国道征迁工作的推进，夏楼村有机更新再次吹响号角。

235国道作为重要交通干线，征迁工作不仅关乎夏楼
村的整体规划与发展，更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为了
妥善安置征迁农户，夏楼村两委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最终确定了安置区块方案。

“夏楼村第二批有机更新项目将严格按照规划要求有序
推进。全部完成后，将惠及全村1800余位村民，进一步提升
村民的居住品质和生活水平。”城西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夏楼村启动第二批有机更新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10月27日下午，江东街道鸡鸣山公园内热闹
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健身季活动在此举行，多个精心
设计的区域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

据悉，该活动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主办，鸡鸣山社区承办，旨在普及乒乓球这一
国球运动，增强民众体质，同时通过公益性质的活动设计，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弘扬社会正能量。

活动现场不仅展示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发展历程和公益
项目，还提供了多种体彩游戏的体验机会，让市民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感受体彩的魅力。潮流打卡区更是成了年轻市
民的热门拍照地点，大家纷纷在此打卡留念，记录下这一美
好的瞬间。

而趣味互动活动区无疑是现场最为热闹的区域之一。
在这里，市民们可以参与“爱乒就会赢”“挑战你的高度”等
系列互动游戏，通过游戏挑战赢取礼品。这些游戏不仅考验
了市民们的运动能力和反应速度，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传递了公益体彩的理念。

“我们社区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有常住人口超 3 万
人，居住着来自也门、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埃及等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 1300 余人。通过此次活动，不
仅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友人和本地居民的参与感、幸福感
与归属感，更让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鸡鸣山社区
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举办全民健身季活动

大陈：点燃“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旅游经济

10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金华银行第九届职工篮球赛
圆满落幕。

比赛中，义乌分行代表队不畏艰难、奋勇拼搏，从18支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取得第二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全媒体记者 丁奕彤 通讯员 王栋 摄

精彩“篮”不住

鸟瞰倍磊村鸟瞰倍磊村

矗立在水塘中的倍磊村文化礼堂矗立在水塘中的倍磊村文化礼堂百工坊亲子研学活动百工坊亲子研学活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赛车公园直升机观光项目

“桥头堡”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