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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真真理理的的味味道道让让世世界界““小小商商品品之之都都””更更甜甜
������义乌 ，素有 “文化之乡 ”的美誉 ，亦有
“买卖世界”的胸怀。

千年历史造就了 “勤耕好学、 刚正勇
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 1920 年春，有
着义乌精神基因的陈望道回到家乡分水塘

村，在年久失修的柴屋里，完成了《共产党
宣言》的翻译工作，燃起了信仰之火。 这片
燎原的信仰之火与义乌精神的碰撞， 为义
乌人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提供了内在的
精神支撑。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红色基因，山水
生辉。 如今，分水塘村、义乌城西乃至整个
义乌都在薪火相传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

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6 年来，
因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 义乌获得国际社
会高度认同。 从义乌“望道信仰线”支点发
出的“义新欧”中欧班列，被习主席称赞为
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 “一带一
路”建设的早期成果。

本报记者 周道 文//图

七一村 宣誓 分水塘 何斯路

国际商贸城全景

点燃精神火炬：真理的味道甜甜的
1920 年 2 月，农历春节前夕，29 岁

的陈望道回到家乡分水塘村。 他是带
着同道的托付和期待回来的， 为免于
琐事打扰， 悄悄躲进老宅年久失修的
柴屋里，用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旧门板，
困时当床铺睡，醒来做书桌用，就伴一
盏油灯，日以继夜，伏案译书。 唯有的
与人接触的时辰， 是母亲送饭来那一
刻。 有一次，陈望道的母亲端粽子进柴
屋，见他入神，就轻轻放到书桌一角 ，
粽子边还放了一碟红糖， 催促他趁热
吃。 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味道怎
么样，还要不要再加点红糖。 陈望道连
声应话：“够甜，够甜了。 ”待母亲进屋
收拾碗碟时，却发现他满嘴都是墨汁，
红糖一点没少。

这个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一直在
分水塘村流传着， 村民们也以自己的
家乡能成为点燃革命圣火之地而自

豪。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
览时，在《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
本前即兴讲起了陈望道的故事。

分水塘村的群众倍感自豪，一致同
意，要把这独特的红色资源用好，让真
理的“甜味”长留。 如今的分水塘村，黛
瓦白墙内聚集着绿色产业， 古街长廊
上散播着国际元素， 村民们相继开发
了一批民宿、农家乐 、特色副食店等 ，
生意越做越红火。 在分水塘村文化礼
堂旁的麻糖手工作坊， 进出采购的游
客络绎不绝。 义乌麻糖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店主楼其军是本村人，以前他只
是为外村人打工， 如今他回到村里做
起了生意，每天有上千元收入。

“小时候村里没有电，大家都点煤
油灯， 出山一趟要走 1 个多小时的山
路。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通了电、修了
路。 如今，村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陈望道的侄女陈华仙说，“今天的好生
活，要感谢陈伯伯！ ”虽然，和陈望道这
个伯伯从未谋面， 但陈华仙注定要和
这位伯伯联系在一起。 2011 年开始，陈
华仙成为陈望道故居的管理员和义乌

讲解员，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解中，对陈

望道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崇敬。
现在，有很多干部、学生、游客来这

里开展活动，2018 年的游客超过 18 万
人次，今年以来就已经有 8 万多人次。
如今， 陈望道故居已经成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分水
塘村也已顺利通过浙江省红色旅游教

育基地、 浙江省 2A 级景区村庄评审。
“遵纪守法，一日三省；珍惜村誉，村兴
我兴”这 16 个字作为村训，张贴在村文
化广场的橱窗之中。

离村口不到 50 米就是望道讲堂，
旁边种着一排杏树和红梅， 象征着红
色信仰。 回想百年前， 陈望道走出乡
关，求索苦难中国解困之道。 一路栉风
沐雨，初心不改，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映
照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弦歌不断。

守护乡村振兴：信仰的道路红红的
从分水塘出发，以红色为种，以初

心为引，一条“望道信仰线 ”串起多个
“明星村”，一幅信仰新蓝图徐徐展开。
从乡村振兴中国方案七一村到义乌发

展经验缘起地横塘村，历史可被触摸，
真理可被品尝，信仰一再复制、传播。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一项重大战略。 望道信仰线位于义
乌城西街道西北侧， 规划总面积 24.2
平方公里， 是义乌十条美丽乡村精品
线之一。 随着工作的持续推进，分水塘
村红色主题建设日渐完善，何斯路村、
石明堂村、 七一村等沿线村庄各具特
色，形成了“众星拱月 ”的红色旅游新
气象。

义乌城西街道紧紧依托望道信仰

线沿线， 在深入挖掘本地优势文化资
源的同时，通过复兴乡村文化，加强党
建引领，实现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分水塘作为 “信仰的火种 ”，党员带头
在村中发展民宿、农家乐、义乌麻花等
特色产业；何斯路引进 “百工百坊 ”项
目， 通过非遗文化展示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 石明堂村立足古村文化和书圣
文化创意园，形成养生休闲产业链条；
七一村引入瓷艺大师余晓球和竹编大

师何福礼，打造七一大师文创园，成为

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
今年“五一”小长假，城西街道分水

塘村村民陈时光打理的“真理山庄”农
家乐， 营业额达 2 万多元。 离他家不
远，是村民张靖平经营的民宿，十几张
床位，假期天天爆满。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 望道信仰线沿线村共接待
游客超过 35 万人次。 其中分水塘村接
待参观人数 7.7 万人次， 同比增长一
倍，直接经济收入超过 300 多万元；何
斯路村接待参观学习团队散客超过 16
万人次， 七一村接待游客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以上。 全长 13
公里的望道信仰线， 已变成一条绿色
生态线、产业富民线、乡村振兴线。

“游客来了，农产品好卖了，农家乐
和民宿也火了。 ” 城西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陈资彩说。 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城
西街道在“旅游+”这个命题上所作的
努力。 明星村融合发展，分水塘“信仰
火种”+何斯路“山水新居”+七一村“新
兴产业集群 ”，各区域互通有无 、优势
互补，实现游客、住宿、餐饮资源共享。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城西街道正
以望道信仰为 ‘红色引擎 ’，靠红色旅
游激活 “红色细胞 ”，真正使望道信仰
线成为产业富民线和党建新高地。

融入“一带一路”：开放的市场火火的
义乌城西街道七一村是望道信仰

线上的重要节点 ，也是 “一带一路 ”上
的重要一环。 全国唯一一条由民营企
业运营的中欧班列--“义新欧”从这里
始发，已开通了至中亚五国 、西班牙 、
伊朗、俄罗斯、阿富汗、白俄罗斯、拉脱
维亚、英国、捷克等 9 条线路，辐射 35
个国家。 擎起精神之炬的义乌人，在改
革开放的时代长卷里继续书写着 “莫
名其妙、无中生有 、点石成金 ”的义乌
传奇。

2014 年 11 月 18 日， 第一列标示
“义新欧 ” 的列车从义乌铁路西站起
航，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
斯、波兰等国家，历时 21 天，最终抵达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条全长 1.3 万公
里的中欧班列铁路线， 打开了义乌和

欧洲经贸往来的新通道。 “义新欧”是
我国到达境外城市、 运送货物品种最
多的中欧班列，让义乌与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越来越密切。 今
年一季度，“义新欧” 中欧班列发展势
头十分强劲， 义乌海关累计监管中欧
班列 4716 标箱， 同比增长 10.2%，“义
新欧” 货运量达 3.8 万吨， 同比增长
11.9%，进出口总额 15.4 亿元。

“义新欧”中欧班列，一头连着义乌
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一头
连着西班牙马德里这个欧洲最大的小

商品集散地， 把沿线国家互通有无的
渴望连接在一起 ，成为 “一带一路 ”上
的耀眼金丝带。 一列列往返于义乌与
欧洲各大城市之间的钢铁巨龙， 带去
了 “义乌制造”、“浙江制造”、“中国制
造”，带回了沿线各国的源头货。 义乌
中国进口商品城的生意借此 “提速”，
汇集了 100 多个国家的 8 万种产品，源
头货比例超过 60%，成为国内规模领先
的“一站式”进口商品采购基地。

2018 年，义乌对“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进出口 1252.1 亿元， 从侧面反映
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6 年以来，义乌
商人迎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以前
来采购的外商以中东、非洲的为主，现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商越来越多 ，
每天我都要接待好几批。 ”义乌国际商
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说。 她经营的伞具
是季节性产品，走海运需要 40 天左右，
而走“义新欧”中欧班列只要 18 天左右
就能够到达客户手中。 义乌市场内像
张吉英一样的万千经营户成为 “一带
一路”忠实的受益者。

2015 年 12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约翰内斯堡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

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五届中非企

业家大会闭幕式， 发表题为 《携手共
进， 谱写中非合作新篇章》 的重要讲
话，将义乌定位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如今的义乌“东拓海上丝路，西联路上
丝路，南引四省九方，北接杭州湾大湾
区”， 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格局中，
继续勇立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