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伟：
我认为共同富裕一定要多元化发展，包括不停地

打造原材料、创新各种产品、延伸产业链等。所以在这

几年，我们着力打造了民宿、农家乐、水果采摘游等项

目。家家户户都多样化发展之后，大陈村一步一个脚

印走到了今天，成为村强民富、独具韵味、富有活力的

“网红村”。未来五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重头

戏。大陈村将在抓好年轻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通过

本地发展与外地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本乡本土的

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回来创业就业，共同努力

做好共同富裕这道必答题。

大陈村党员陈华中：
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于我们村的变化是深有体会

的。要想走共同富裕道路，靠单打独斗肯定是行不通

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起干，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

好。

大陈村村民李俐：
以前在外面打工，生活很辛苦。后来在村干部的

帮助下，开起了农家乐。现在，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收

入都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很满意。今后，我们还将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就餐。

共富大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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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宿经济出发 向共同富裕迈进
——“共同富裕‘永’争先”融媒新闻行动⑤

从“乱”到“治”再到“美”，作为我市首个试水民宿经济的特色村庄，大陈村依托民宿经济从落后村蜕变成为村强民富、独具韵味、富有活力的“网红村”，被誉为浙江乡村振兴的“大陈样本”。今年，“打造乡村振兴的‘大
陈样本’”更是成功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最佳典型案例，成为金华市6个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典型案例之一。

5月20日恰好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一周年的日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市融媒体中心“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共同富裕‘永’争先”融媒新闻行动第五采访小
组走进前仓镇大陈村，看看新发展形势下，该村是如何从民宿经济这个点出发向共同富裕迈进的。｛

｛

在乡村振兴路上，有的村庄依托山

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有的村庄依托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还有的村庄依托深厚

人文底蕴、独特的历史意义⋯⋯但有这

样一个村庄，什么也没有，却凭借着敢

想敢干的气魄、迎难而上的精神，以“无

中生有”的方式开启乡村振兴之路。这

个 村 就 是 大 陈 村 ，这 种 模 式 也 被 誉 为

“大陈模式”。

2015 年，大陈村决定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以整村打造特色民宿的方式吸

引游客。当时大多数村民不能理解，但随

着民宿经济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尝试。

“要做就做高端的民宿。”村民徐海巧

不是村里第一批做民宿的村民。早些年，

她并不看好这个项目，但看着其他村民的

民宿经营得有声有色，原本在外经商的她

也逐渐心动起来：“大陈民宿早已名声在

外，况且现在村里环境这么好，回到村里

居住也是一种享受。”

秉持着要做就做最好的态度，徐海巧

开始一门心思研究民宿经营。从房间布

局、床品选择到菜品研发，每一样她都亲

力亲为。和徐海巧一样，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改造农房，经营起民宿生意，大伙互

相帮忙，把村里的民宿一家一家开起来。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开始思考更高端的民

宿经营模式，趁着疫情期间游客量少，对

民宿进行装修升级。

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优”，大陈

民宿正朝高质量发展迈进。同时，为了

将民宿经济做大做强，镇村干部也都铆

足 了 劲 。 从 特 色 农 产 品 一 条 街“ 临 水

街”到农村公厕“第 5 空间”，再到网红直

播间“第 6 空间”⋯⋯不断丰富的旅游体

验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山水大陈

美丽乡村”的名气越来越响，越来越多

的人把投资目光放到了大陈村：酒吧、

咖 啡 馆、西 餐 厅 等 业 态 在 这 里 缓 缓 兴

起。如今，大陈村民宿从首批 7 家发展

到现在的 43 家，年旅游人次 40 多万，由

民宿旅游所带动的餐饮、农家乐、水果

采摘游等多种业态经营总收入达 2060

万元。

但一切并没有就此顺风顺水下去。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也打破了这

个村庄原来的振兴步伐。

作为大陈村第一批试

水民宿的村民，楼梅菊是

幸运的，也是幸福的。用

她自己的话说，没有村里

“领头雁”的大胆创新、敏

锐的市场洞察力，大陈的

民宿之路不会走得这么顺

畅、这么远。

2015 年，大陈村敢为人先、大胆

试水，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成为我市

首个民宿集聚村。在这之前，楼梅菊

从事服装销售，每个月收入 4000 元

左右。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她决定加

入民宿队伍。“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如

果民宿没有生意，那就权当装修房子

了。”当年 5 月 25 日，楼梅菊经营的

“起居”正式开张。

楼梅菊说，刚开始时，大陈村的

名气不高，生意也没有想象的兴旺。

但大家并没有气馁，纷纷通过各种方

式、各种渠道不停向外界展示大陈

村，随后不断有上海等地的旅行社过

来踩点、洽谈业务。

随着“山水大陈 美丽乡村”的名

气越来越响，楼梅菊的民宿生意也越

做越红火，年收入20多万元。

“我现在很满足，不仅自己赚钱，

还能帮助别人。比如刚开始经营民

宿的人不懂得如何接待客人，我就可

以向她们传授经验，这样一来，不仅

增进了大家的感情，也能促进整个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楼梅菊说。

“‘第 6 空间’于去年 11 月建成使用，

现在已与杭州直播运营公司签订了空中

直播间打造协议。网红们可以在充满童

趣的树屋和形状独特的小房子里直播，

推荐大陈村的各类土特产。”说起直播

间，陈建伟头头是道。

当 前 ，大 陈 村 汇 聚 了 各 类 业 态 ，

有休闲娱乐、名特优土特产、特色餐饮

等。每一家店、每一个景点，甚至任意

一面墙都能拍出好看的照片，让人流

连忘返。

其中，舜耕巷里的景色应接不暇，

老房子经过统一管理变成了如今具有

特色的商业老巷。修旧如旧的原则，

留住了记忆，让大陈留住了乡愁，也焕

发了生机。

可是在陈建伟看来，这些还不够，只

有不断更新和丰富各类业态，才能健康

持续做好“美丽经济”这篇文章。据了

解，下一步，该村还将通过打造各类平

台，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创业。同时，该村

将扩大共享旅游项目，与周边村庄、景区

强强联合，形成乡村旅游发展集聚区，实

现资源共享、景区共建。

民宿小集群
拓宽富民强村路

共富小故事 共富小圆桌

融媒记者 应斌 张浩蔚 童英晓 胡锦 李一正 俞舒梦 张锡 叶宁 卢斌

共富新征程

2021 年 12 月，大陈村启动

省级休闲乡村项目，通过打造游

客服务平台，赋能民宿旅游发

展。

大陈村旅游服务平台项目

经理郑呈祥说，目前正在建设的

游客服务平台，基于大陈村的微

信公众号进行展示，游客可以关

注公众号后进入界面，点击进入

对应的频道，就可以进行操作。

据介绍，游客通过大陈村旅游服

务平台，可以实现在线订餐、订

民宿、购买特色农产品等。同

时，该平台采取自营模式，拉动

特产商店、民宿、农家乐等主体

入驻，提供在线销售服务。

郑呈祥说，该平台的运行，

是提升景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

载体，能把景区更直观、更有针

对性地推送给相关游客，同时还

能提高整个景区的在线服务和

在线营销能力。

共富数字化数字赋能“云游”大陈

“样板村”的富裕生活
正在持续书写

多元发展
答好共同富裕必答题

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优”
大陈民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从“人进不来”到“货走出去”
大陈农产品搭乘直播快车销向全国各地

“疫情发生以来，客流量就一直处于

不稳定的状态，全国各地疫情反复，民宿

生意也大不如前。”大陈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建伟告诉记者，上海是村里民

宿的主要客源地，上海发生疫情后，村里

的民宿更是面临了很多难题。这也让一

向健谈的陈建伟不敢多提民宿的事，生怕

伤害了村民的心。

疫情反复让以民宿经济为主体的大

陈村发展受阻，村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光着急可不行，我们一定要为老百

姓做些事情，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信任。”陈

建伟日思夜想，萌生了以线上直播带动农

产品销售的想法。

说干就干，2021 年年底，大陈村的

“第 6 空间”正式开启网络直播业务，吸引

了不少青年创客加盟。这个安在树林中，

如鸟巢般的“第 6 空间”也成为年轻人追

求梦想、奔向共富的摇篮。

村干部们一边默默地招商引资，一边

学习直播带货，尽管销量不够理想，但大

伙始终没有懈怠。就在最近一次直播

中，陈建伟和工作人员一起，在 1 个小时

内卖出 100 多份舜芋，将这份永康味道

销往全国各地。

“既然现在‘人进不来’，那就让‘货

走出去’。”陈建伟介绍，村里一直想从

线 上 渠 道 销 售 本 地 农 副 产 品 ，打 造 的

“第 6 空间”正好可以满足一些新兴行

业 的 需 求 。 据 了 解 ，“ 第 6 空 间 ”一 建

好，就引来了抖音网红直播团队入驻，

还举行了一些电子商务活动，再次“无

中生有”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下一步，该村将以直播为切入点，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村民在特殊形势下

开始新的发展探索。

疫情也让陈建伟等人开始思考村庄

的新发展方向。“不能单靠开民宿、卖农

产品。”陈建伟说，一定要结合大陈特色

开启多业态的发展之路。于是，以乡村

农家味道为特色的餐饮经济也在悄然兴

起，在大陈村的多种业态中显现出了最

强劲的势头。

从“无人问津”到“门庭若市”
大陈餐饮稳中向好迎来发展机遇期

5 月 14 日下午 3 时，大陈村初心·璞

舍文化休闲餐厅负责人吴苏杏和伙计们

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摆台、备菜、整理

包厢⋯⋯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般我们下午 4 点开始忙。今天是

周六，客人会多一些。”吴苏杏一边忙着打

下手，一边说，“今天的包厢都已经订出去

了，只有大厅还可以接待几桌散客。”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餐厅周围虽然都

是农房，但景色优美，颇具乡土风味。正

和吴苏杏聊着，就有村民送来了新鲜的蔬

菜，有苋菜、空心菜、黄瓜等。

“蔬菜基本上用村民自己种的，只有

村民没有的菜才会去菜场采购。”吴苏杏

说，看着村民拿到菜钱开心的样子，更让

她确信了当时的选择没有错。

原来，几年前，吴苏杏经营着一家旅

行社，经常带客人来大陈游玩。随着对大

陈不断深入了解，她看准了大陈的风景和

人气，决定来到大陈开办农家菜馆。正式

营业不到一周年，初心·璞舍文化休闲餐

厅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回头客。

和吴苏杏一样，村里很多村民的生活

也因为餐饮生意变得越来越红火。

李俐是大陈村首批试水餐饮生意的

村民，她的三友农庄在大陈村众多农家餐

馆中享有一定的名气。在她看来，大陈村

的餐饮经济随着民宿经济从“无人问津”

到如今的“门庭若市”，不仅给餐饮经营者

带来效益，更给当地务农的老百姓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

“和我一样，之前很多村民靠外出打

工赚辛苦钱，现在，很多人都把农产品卖

给餐馆，实现了在家门口挣钱。”李俐说，

得益于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大伙在共同富

裕的路上阔步前行。

大陈村全貌

“第6空间”发展有声有色

夜游大陈别有韵味

餐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备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