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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错落有致、村庄环境整洁，

一步一景、业态繁荣⋯⋯初到大陈

村，常常会被其秀外慧中的模样所

打动。

今年，大陈村通过抱团式发展、

品牌化经营、数字化赋能，这个原本

就小有名气的网红村再度塑造起新

形象，以更人文、更江南、更具科技感

的面貌呈现在游客眼前。

“和上回来相比，又多了 5G 轻松

驿站、第七空间、图书馆⋯⋯扑面而

来智慧的气息，休闲娱乐的花样也更

丰富啦！”来自武义的年轻小伙吴先

生带着女友前来游玩，直呼这里大变

样，简直是“回回来，回回鲜”。

5G 轻松驿站（网红厕所）、第七

空间（新概念民宿）、图书馆之所以令

吴先生倍感新奇，是因为它们在建造

中引入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

以 第 七 空 间（新 概 念 民 宿）为

例，小空间、大智慧，自助下单、全屋

智能、低碳环保、循环利用，有着多

元的体验感，加之前几年打造的第

五空间（第一间网红厕所，是大陈

“无中生有”的典型案例）、第六空间

（餐饮休闲、直播带货、精致露营）。

三大空间齐聚首，怎能不让年轻人为

之心动？

事实上，对于未来乡村的勾勒，

大陈一直在强调一个叫“ 人本化”

的重要指标。“过去建设美丽乡村，

主要是‘修面’，让整体面貌呈现得

更好；而现在创建未来乡村，则更

多地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活

需求圈。”对此，前仓镇党委书记邵

巧表示。

为了打造以人为核心的幸福家

园，大陈村围绕未来邻里、产业、教

育、健康、文化、风貌、交通、治理、精

神九大场景，按照居民的全生活链

条、全生命周期需求，进行各项功能

的有机集成。服务中心、邻里中心、

健康之家、创业家园，这些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看似“可有可无”的公共空

间，如今，已成为该村不可或缺的重

要配置。

服务升级
构建智慧新场景

未来，因为笼罩着神
秘 的 色 彩 ，令 人 心 驰 神
往 。 当“未 来”注 入“乡
村”，会带来怎样的特别体
验？12月28日，从前仓镇
大陈村传来喜讯，该村顺
利通过省首批未来乡村验
收，成为我市首个获优秀
等次殊荣的乡村。

未 来 乡 村 到 底 长 啥
样？带着好奇心，记者前
往大陈村细细挖掘它的未
来元素。

大陈获评全省首批未来乡村
插上数字翅膀再焕新

数字赋能打造产业新样板

“尽管大陈村的今天，处处欣欣

向荣。但它的发展并不是平地起高

楼。”提起大陈村现有的成绩，该村

党支部书记陈建伟如是说。

过去的大陈村是一个典型的落后

村，资源匮乏、环境脏乱差、基础设施

薄弱，人心不稳。2010年以来，该村始

终坚持因地制宜、原汁原味的打造理

念，从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到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再到创建未来乡村，逐步

完成了从大乱到大治、大顺、大兴再到

大美的华丽蜕变。

去年，大陈村年旅游人次达到 36

万，旅游相关经营总收入达到 2060 多

万元。今年，截至目前，村集体收入已

达到 200 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3.9 万元，其中不乏“铁线哥”转

变“宝马哥”之类的故事。

时任金华市委书记陈龙曾批示

“ 大 陈 村 并 没 有 山 水 资 源 优 势 ，但

成为发展美丽生态旅游的样板，靠

的是基层组织过硬，这是最关键的

一点”。

也正是靠着基层组织过硬这一

点，大陈村近几年不断整合更多城

市 功 能 、资 源 ，让 村 民 生 活 更 加 舒

适、便捷，一点点刻画出独特的大陈

印象。

教育接轨城区——该村的学区后

吴小学加盟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教育集团,成为全市推进城乡紧密型

集团化办学的第一个试点单位，今年

更是入选全省中小学新型教学空间优

秀案例。

医疗链接省级——除了有规范化

的村级卫生室，该村还通过乡贤搭线，

联合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大宏，

建立“铭医堂”。通过名医坐诊、远程

诊疗等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名医专家看病的待遇。

左手抓青山绿水，右手抓智慧生

活，引得远近游客不断慕名而来，这便

是大陈。眼下，循着这条适合自身发

展的特色旅游产业路径，这位未来乡

村的践行者还在徐徐发力⋯⋯

融媒记者 应柳依

资源整合重塑乡村新印象

在前仓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卢忠

健看来，乡村产业要兴旺，需具备多元

化的功能布局，通过一体化规划、项目

化运作、集成化示范等，实现微妙的

“化学反应”。其间，可利用数字赋能，

按照产业和市场的需求，进行二次量

身定制的资源优化配置。

这一前瞻性规划现已掀起盖头：

大陈村因地制宜开发了空间系列、浙

礼大陈系列、芋见系列、古今系列四大

系列，串联起整体空间布局，逐渐打通

了产业链。

如今，好客的大陈，既可以做到让人

流连忘返，也可以实现吃不完“兜”着走。

今年，该村深挖并整合了浙礼大

陈系列的乡愁伴手礼，包含大陈好物、

大陈美物、大陈鲜物、大陈干物四大系

列品牌三十多种大陈土特产，其中让

人无法抵“芋”的舜芋为主体，整合醉

芋乳、芋圆等为深加工产品，令人不得

不惊呼此等特色美食简直是可“芋”不

可求。

同时，为了强化舜芋带给游客的

记忆点，该村还设计了一整套的“芋见

系列”文旅吉祥物 IP（粉粉、糯糯），初

建了“芋见大陈”“芋见未来”“甜蜜偶

芋”“千年一芋”“共同富芋”等 IP 化街

角小品，迈出将“舜芋”文化标识与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大陈充分发挥了村集体的积极

性 ，打 造 一 个 个 极 具 个 性 化 的 产

业。将农耕插上数字化翅膀就是其

打造个性化产业的有力表现。在该

村一隅，土地被清晰划分为 50 个板

块，樱桃、小萝卜、青菜、鸡毛菜⋯⋯

约百种果蔬在此处茁壮成长，生机

盎然。数字化的应用就体现在，这

片土地无需人员看管，喷淋、施肥等

线上就能操控。

在 许 多 人 看 来 ，高 科 技 和 数 字

化总是跟未来紧紧相连。事实也是

如此，在人本化、生态化基础上，大

陈村将“数字化”定位为“未来乡村”

建设的三大导向之一。九大场景建

设规范中，数字技术的支撑可谓无

处不在。在这里，看书、吃饭、喝咖

啡，出入厕所、图书馆，刷脸即可畅

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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