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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后宅街道稠岩村附近，几台挖机正忙
着平整土地，开展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
治项目。该项目将有效提升当地农田的质量和规模
化、集约化利用水平，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
业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涉及稠岩村、大傅宅村、
岩南村等多个村的农田。“这要是放在以前，想促成
这样的跨村项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后宅街道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片区组团是个全新的课题，尤其是
涉及9个村子，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记者了解到，组团发展其实并不是“新鲜事”。尽
管各地叫法有所不同，有的叫风貌带，有的叫共富
带，有的叫联合体，但百变不离其宗，其本质是打破
原有的村域疆界，让各村资源摆脱区域限制，在更大
的物理空间内实现自由流动和重组。

从各地乡村过去的片区组团发展实际来看，村

与村之间融合度不高、产业链黏合度不牢，或者形态
上集聚了、发展优势却不显著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
在。“片区组团发展不是几个村简单组合，而是通过
制度重构和机制创新，从整个片区的视角强化资源
统筹与要素联动，推动片区协同发展，产生‘1+1>2’
的集聚效应。”“大李祖”专班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4月，省委农办、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
的指导意见》，这也是浙江首次针对乡村片区组团发
展出台的指导文件。《意见》提出，要以重点村为重要
节点，联结周边若干个地理区域相邻、资源禀赋相
近、产业特色相似的村，推进“重点村+周边村”组团
联动发展，破解村庄建设发展不平衡难题。

如何才能加强“大李祖”的聚集效应？李祖村运
营团队负责人金靖认为，以片区组团的形式谋发展，
最关键的是把片区内的资源要素放在一个“大盘子”

里去统筹考虑。只有以片区形态去统筹推进，才能进
一步拓展和培育新型业态的生长空间。

为此，“大李祖”9个村共建共担成立“大李祖”
强村公司，参与承担片区项目开发、产业运营等。实
施项目收益归强村公司、村集体照股份分红；同时，
鼓励农创客通过“创客+农民”“土特产代销”协作等
模式，把先进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传授给村民。

“村与村之间想要形成聚力，必须围绕产业发展设
计好突破口，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的发
展目标。”后宅街道农办副主任鲍芬英说，产业就是组团
发展的根本。离开了产业，片区组团发展就失去了动能。

当然，各村产业规划还应当遵循实际、可持续
发展。鸭梨山大营地、杨梅山庄、百香果山庄、水库
营地……一个个因地制宜的实施项目，让“大李祖”
片区的村民们看到了各自乡村的未来，进一步坚定
了加入“李祖大家庭”的信心。

片区组团发展 “集聚联动”是挑战更是机遇

前不久，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嘉兴召开。会
上发布了10个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义乌市打造大李祖
片区组团”成功入选。

以后宅街道李祖村为核心的“大李祖”9个村，为什么要组团发
展？怎样发展才能让组团实至名归？组团发展的过程中，又会经历哪
些困难？该如何去克服？记者走进“大李祖”片区一探究竟。

从一村富到连片兴

义乌探索“大李祖”片区组团新路径
“快来尝一尝，老字号紫米松糕！”“温

州特色小吃瘦肉丸，纯手工捶打的肉馅”
“自己种的小番茄，来一盒试试吧”……今
年4月，一场由温州龙港与义乌两地农创
客发展联合会主办，名为“海陆双拼趴”的
共富市集在李祖村火热进行。

短短一天时间，该场共富市集共吸引
游客近万人，累计销售额10万余元。共富
市集火热的背后，是义乌、龙港两地的
农创客资源互通、模式互鉴，持续深化
跨区域合作，并以李祖农创客聚集地为
载体，推动全省农创客“大走亲”共富新路
径走深走实。

为加快推动建设“大李祖”农创客培
育孵化高地，擦亮共富市集“金名片”，今
年以来，李祖村运营团队以李祖村为主阵
地，常态化、个性化开展共富市集主题系
列活动，积极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
不断做大“大李祖”的共富朋友圈。

如今的“大李祖”，正通过联农带农、
资源整合、品牌共享、产业同兴，不断做大
共富市集流量，发挥共富市集推动内需、
扩大内需的作用，真正让城乡市场融合起
来，充分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为助力
乡村振兴持续添活力、增动能。

“要想持续发展下去，‘大李祖’就得
不断去尝试更新的东西。”金靖说，就在
前几天，李祖村还联手小红书，加入了全
国首批“小红村”的行列。可以说，“小红
村”既是对李祖村独特魅力、活力氛围、
文旅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大李祖”发
展的新尝试。

“小红书上活跃着一批懂得网络宣
传、擅长内容输出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
是游客，更是乡村探路人。”金靖介绍，小
红书还将以“小红村点亮计划”为契机，培
养“大李祖”的本地内容创作者成为“乡村
探路人”“家乡代言人”。

“培养更多的小红书主理人，深度挖掘
‘大李祖’的乡村特色，沉浸式讲解‘大李
祖’有什么、玩什么、怎么玩，实现乡村深度
体验和小众旅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
金靖说，“大李祖”的农创客、村干部、运营
团队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家乡代言人”。

“通过片区组团、飞地抱团扩面提质，
加速区域内村庄共同奔富。”后宅街道党
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李祖”将继续依
托“重点村+周边村”的发展模式，构建党
建联建、规划联编、建设联动、整治联片、
设施联通的片区发展模式，打造一个全新
的“大李祖”，为我省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
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案例。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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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后宅街道稠岩村集装箱市集，造物社DIY
手作店主理人薛鹏正带着前来参加研学的小朋友们
体验考古挖宝课程。从李祖村搬到稠岩村，薛鹏的造
物社迎来了新生。

“李祖村租的房子到期了，这边刚好又在招租，
我就报名租下了这几间店面。”薛鹏笑着说，去年以
来，加入“大李祖”共富联盟的稠岩村不断有“新动
作”，这样的变化让他觉得稠岩村未来可期。“集装箱
市集真的很出片，欢迎大家来玩。”

薛鹏口中的“大李祖”共富联盟，是后宅街道“浙
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它以李祖村为
核心，携手稠岩、方塘、岭脚、大傅宅、岩南、坞灶、下
万、陈宅8个行政村，以及市城投集团、交旅集团等
多个单位“集结成团”，探索区域联动发展。

“片区组团发展，带来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李
祖村运营团队相关负责人傅正博告诉记者，李祖村
一个村就几百人，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再怎么发展也

就1.09平方公里。但“大李祖”片区组团发展，意味着
区域未来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一个村。

如今的李祖村，已从一个1.09平方公里的小村
子，逐渐转变成18.76平方公里的“大李祖”。从李祖
到“大李祖”，片区组团发展给乡村带来了新变化。
去年1月，李祖、稠岩等9个村共同投资成立大李祖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探索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
业共兴。

同年 5 月，更大的发展助力出现了——“大李
祖”片区成功获批国家“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
验项目。记者观察到，其试验项目细化到各个共富联
盟村的81个实施项目中，和美乡村环境提升工程、
周边景观工程、道路基础配套等项目占比颇高。

“这些项目既是贯通‘大李祖’片区的关键，也是
‘大李祖’持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的最新实践。”
后宅街道塘李共建委负责人缪晨昊介绍，片区组团
发展的优势显而易见，区域大了、资源多了，可以谋

划的项目也就更多了。目前，81个实施项目已有部
分项目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其余项目也计划在今
年年底全部完工。

“我们将推出漂浮网红步道、漂浮咖啡馆、漂浮
水乐园、水上卡丁船4大业态，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
验。”岭脚村党支部书记方健山笑着说，随着“水韵岭
脚”项目的完工，他们将打造出一个集亲水体验、户
外运动与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新地标。

同样在发生变化的，还有方塘村。“李祖村的整
体风格偏中式，与我想要的风格不太符合。方塘村有
适合我的房子，而且就在李祖村边上。”在方塘村经
营歌和餐厅的主理人刘金云逸笑着说，李祖村外溢
的客流群体，成为她前期的主要客流。

从一村之变逐步发展为一域之变，“大李祖”片
区组团带来的新变化，也让 9 个村都尝到了“甜
头”。去年，这9个村集体总收入超2400 万元，同比
增长27.56%。

从李祖到“大李祖” 片区组团带来新变化

““大李祖大李祖””航拍图航拍图

稠岩集装箱市集稠岩集装箱市集

建设中的“大李祖”。 即将完工的“大李祖”农创谷。 “大李祖”共富联盟综合服务中心完成结顶。

“大李祖”梨工坊与雾也农场。

““大李祖大李祖””一核一芯规划图一核一芯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