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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城事·重点

电商动起来，产业活起来，村民富起来——

农民网上淘金，黄 村“跃”进亿元村
□ 记者 柳永伟

8年时间，黄 村一跃成了“亿元村”。

站在自家 2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前，周梁娟

望着厂里忙碌不停的工人们，陷入了沉思：“如

果厂房能再大一点，工人能再招来几个，那就来

得及生产了⋯⋯”

火辣辣的七月，龙泉市安仁镇黄 村智新木

王厂的周梁娟十分繁忙，线上订单不断，厂里 20
多个工人几乎天天加班，都还来不及做。

周梁娟所在的黄 村是“中国淘宝村”，村

里电商云集，现有电商 35 家，从业人员 286 人，

占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主要销售竹木制品、农

特产品、服装等。

黄 村坐落在龙泉东大门安仁镇，位于丽龙

高速安仁出口处。

2007 年 12 月 30 日，丽龙高速建成通车，交

通是便利了，但财富却迟迟未到。

“2012 年以前，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去谋发

展，村子里的人以种田、打工为生，过的是苦日

子。”黄 村党支部书记沈汉青坐在自家门前回

忆着过去的岁月。

2012 年之前的黄 村和大多数的农村一

样，矮矮的黄土房、望不到边的田，还有坑坑洼

洼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如今的黄 村

大变样了，一条主街横穿村子，街道两旁是一

排排新楼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工厂。

2012 年，黄 村开始动起来了，刮起“电商

之风”，个别依附网络平台发展电子商务的创业

个体户收获了第一桶金。

2014 年，黄 村这股“电商风”吹醒了在外

谋生、求学的年轻人，运营、仓管、物流为一体的

成型电商团队应运而生。

回村做电商,成了黄 村人创业就业新选

择！

柳陈娟辞掉阿里巴巴的工作回来了，沈俊颖

大学一毕业也直奔家乡，两姐妹不谋而合，做起

了电商。

6 年过去了，生完二孩的沈俊颖重新开始电

商之路，在拼多多、淘宝、抖音等平台共开了 7家

网店。

今年 4 月底，沈俊颖也开始在抖音直播带

货，自己全程策划、拍摄、剪辑、发布新产品的作

品，也吸引了不少忠实粉丝。沈俊颖说，现在起

步阶段，虽然每天只有 10来单的销量，但细水长

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80 后”陈文飞也回到家乡，在黄 村开了

一个分工厂，做起了遮光布的加工销售。

陈文飞三兄弟原先是在绍兴柯桥办工厂，做

窗帘布生意。

“回来以后依托本地的资源，可以降低成

本，提升价格优势，再加上政府很支持、很重视，

有了保障。”陈文飞现在主要负责线上运营销

售，厂里请有 20多个人帮忙。

“通过这几年经营，生活也慢慢变好了，现

在三兄弟房子、车子都有了。”陈文飞告诉记者，

遮光布一年可以卖出 1000 多万元，旺季的时候

一个月可以卖出 200万元左右。

2015 年底，黄 村电商线上销售总额突破

4000 万元，在第三届中国淘宝峰会论坛上，成功

入选“淘宝村”。

入选淘宝村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市商务局提供的调查表显示：2019 年，黄 村已是

亿元淘宝村。

周梁娟的电商致富路也就是在 2015 这一年起

步。2015 年，夫妻俩在村里办起了工厂，做起了花

架生意。周梁娟负责线上运营销售，丈夫负责生

产。

5 年间，周梁娟在阿里巴巴、天猫、京东都开了

网店，生意越做越大，花架卖到了国外。

做电商生意以来，周梁娟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

善，经济上也扭亏为盈。“2015 年之前做什么都是

亏，欠债 70 多万元。”周梁娟一家 6 口人以前住在 2
层高的泥土房里，现在已经有 2 套 150 平方的新房

子，车子也有了 2辆，还有 2000多平方的厂房和 700
来平方的仓库。

电商的发展，给村里人提供了 300 多个就业机

会，比外出打工要好得多，实实在在带动了村民致

富。

村民项伟娟是智新木王花架厂的老员工，从建

厂开始，就在这里上班了。2017 年，项伟娟从项边

村的老屋搬到了安和小区，住进了新房子，迎来了

美好生活。

“这几个月生意好，我们都在加班赶工，最高一个

月也有6000元。”项伟

娟一边组装一边说。

现在的黄 村，

是 安 仁 镇 电 商 发 展

的头辆马车，带动着

全镇电子商务发展，

竹 木 制 品 、木 制 玩

具、布制品等远销世

界各地⋯⋯

□ 记者 柳永伟 朱敏

天气闷热，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却茶香阵

阵，沁人心脾。

周子隆茶厂的老板娘尹莉仙围着制茶机忙

前忙后，正在赶一批价值 15万元的订单，这批香

茶将要发往上海。

大田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园，全村共有茶

山 3000 多亩、茶叶加工作坊 126 家，每年产茶

1300余吨，茶产值 1.3亿余元。

尹莉仙是村里最早享受制茶生态红利的人

之一，她在 2000年就开办了茶厂，到 2007年就攒

足了钱盖了新房。

“20 年前，我们夫妻俩在厂里打工，一年也

就挣 5000 元，开了茶叶加工作坊，房子盖起来

了，生活也变好了，现在每年都有 40多万元的收

入。”尹莉仙笑着说。

“叶子”变“票子”，大田的山水很值钱。一

片茶山带动村民致富，一片古树引来 1500 万元

投资，大田村的绿水青山领着村民走上小康路。

2009年，汤溪旁小山上一片 150多年树龄的

古木林吸引了汤沐园森林温泉落户，大田村以山

上的古树林为资本入股汤沐园换得 7%股份，除

分红外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收近 5万元租金，解

决百余人就业。

汤沐园森林温泉营业后，大田村也随之热闹

起来，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如何利用人气资源发展经济？开农家乐！

2010 年，时任村委会主任高桂松与村民代

表、农家乐户主组成 159人观摩团，前往磐安、浦

江、云和与松阳等地考察学习。

10 年过去了，如今的大田村，三际线两旁

楼房林立，农家乐鳞次栉比，全村从事农家乐生

意的有 30 多户 ，大田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乐

村。

“浙里农家”是大田村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

乐。2015 年，老板周志伟带着 3 万元，贷款 40
余万元在大田村盖了一幢新房做起了农家乐生

意。

“一人学厨，全家脱贫。”周志伟凭着一手好

厨艺“煮”出了幸福生活。“我原先是在外面打工

的，赚的是辛苦钱，自从开了农家乐生活才好起

来，欠账也还完了。”周志伟说，2015 年营业以

来，农家乐的营业额每年都在往上涨，2019 年的

营业额已经突破 65万元。

村民富了，大田村的生态底气更足了。

2019 年 5 月，由浙江大学、中科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中国（丽水）两山学院共同完成的《遂

昌县大田村 GEP 核算报告》（GEP 全称是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正式通过专家评审。通过 GEP 评

估，大田村 2018 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达 1.6亿元。

距离遂昌县城 23公里、村总面积 8.5平方公

里的大田村，祖祖辈辈人守护了几十年的绿水青

山被打上了“价格标签”，有了实实在在的“身

价”，村子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90 后”大学生王周敏毕业后返乡创业，注

册了“柘里薯香”品牌，在 100平方米的家庭作坊

里制作、销售生态番薯干。

在大田村开展 GEP 试点后，他进一步扩大

了生产，将生产地点迁至汤溪河畔 800 多平方米的

厂房内进行流水线生产，单日产量可达 4000 公斤，

年销量可达 500万元。

在王周敏的带动下，现在村里也有 50多户村民

一起种植生态番薯。每到番薯丰收之际，村民们会

踩着三轮车，把一车车的番薯送到他厂里。

“大田村山好、水好，在这样良好生态环境下

做出来的食品也非常受欢迎。”王周敏介绍，下一

步，他还会以“柘里薯香”品牌入驻天猫商城，线上

线下同时销售，预计 2020 年将实现销售额 800 万

元。

通过 GEP 评估，大田村的水也有了“身价”，水

源涵养价值 5152.19 万元。2019 年 5 月，“95 后”杨

锵第一次到大田村考察，便盘下了大田村半山腰

处的盛华酒厂。他说：“大田村的水是有价值的，

用这山井泉水酿出来的酒肯定差不了。”6 个月后，

投资千万元的浙江盛华酿造有限公司改造成功，

正式投入生产，父亲杨仙水负责酿造，儿子杨锵负

责销售。

现在，浙江盛华酿造有限公司两个仓库里的存

酒价值已达两千多万元，一坛坛用大田村山井泉水

酿造而成的区域特色

酒通过线上线下销往

各地。

曾经，优质的山

水环境藏在山间无人

识，现在大田村的绿

水青山价值过亿。生

态，已成为大田村的

经济“转化器”。

绿水青山“明码标价”，遂昌大田村 GEP 达 1.6 亿元——

善转化，好生态激活亿元身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