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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新区李二村，与武义桐琴

交界，几乎被桐琴、城西新区、李店、

临溪等工业功能分区环抱，造就了

其地域环境的特殊性。最多时，村

里在册的外来务工人员超 3000

人，而本地村民仅有1200多人。

在工业功能分区经济的延伸

辐射下，李二村每年靠市场和工

业小区出租的收入就有 200 多万

元。不过，曾在工业经济发展中

尝到甜头的李二村，如今也面临

一个难题：村集体经济发展遭遇

瓶颈，单靠收租维系的集体经济

发展后劲不足。

晒谷场变身商贸城
村民每年领分红

李二村综合市场内，各类百货

一应俱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足

不出村”就能买到各种生活所需

品。据了解，综合市场的前身是晒

谷场，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综

合市场的摊位租赁和工业功能分

区的厂房租赁，成为李二村集体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由于附近工业区集中，离武

义又近，交通便利，许多外来务工

人员会选择租住在村里，房租也成

了不少村民一项可观的收入。”村

支书李其亮说，外来务工人员密

集，也极大地带动了果疏、服装、生

活用品的消费。

李其亮告诉记者，以前村里没

有集市，自 2010 年

村里建起综合市

场，赶集者才慢慢聚拢起来。后来

村里约定农历逢三、逢八集市，地

点就设在综合市场外的露天空地

上。每逢集市，城区、武义的商贩

纷纷赶来，邻近村庄的村民也会来

赶集，特别热闹。综合市场内的摊

位多为长摊，照合同约定，长摊三

年一租。如今，最高的摊位年租金

达3万元。

为了规范综合市场运营，村

里还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配

备 5 名管理员，负责场地维护、纠

纷解决、消费投诉等工作。

集体经济收入可观，村里包

揽了村民医保和社保费用，每位

村民每年还能有 1000 元的分红，

60岁以上老人还有慰问补助。

集体经济遭遇滑坡
另谋出路势在必行

尽管在外人看来，综合市场的

人气依然不错，但村两委已

嗅到一丝隐忧，今年尤

为突显。

“受经济下行、企业‘机器换

人’等因素影响，如今村里的外来

人口减至 2000 余人，消费能力下

降明显。加之附近一些小综合市

场崛起、网购风行，市场人气已大

不如前，集市临时摊位租金开始下

降。说实话，如果没有新路子，李

二村最风光的集体经济时代已过

去。”村委会主任李哲说。

李哲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由

于人气不足，村两委成员普遍认

为，明年综合市场的摊位租金必将

有所下滑。为此，他们也在积极寻

找出路：一方面，不断优化村庄生

活环境，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留下

来；另一方面，计划对综合市场进

行整改提升，将其打造成现代化商

贸综合市场，做强边界经济、繁荣

夜市经济等。另外，将村民分散种

植的承包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经营，

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公司化模式发

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

6 月 26 日，城西新区前新屋

环村公路的小桥边，两位老农正

在聊天。此刻，他们正坐在永康

地界，脚却放在武义地界。

就是这样一个溜个圈就走出

了永康地界的小乡村，却充满着

温情。安居乐业的村民以良好的

民风带动村风，推动着整个村庄

的和谐之风。

儿媳抢着照顾公婆
“妈，你腿不方便就少走动，

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帮你做。”夜

幕降临，村民李明君端来了一盆

水，准备给婆婆马爱菊洗脚。

今年 69 岁的马爱菊，6 个月

前她被查出腿骨坏死，做了手术

后一直行动不便，即使拄着拐杖

行走依然艰难。从她入院的那天

开始，大儿媳李伶俐和小儿媳李

明君就抢着付医药费，抢着照顾。

无独有偶。村民周联合和周

联生兄弟的母亲病了，两个儿媳

妇抢着尽孝，端茶倒水、洗澡换

衣，伺候得比亲闺女还要周到。

“儿媳妇抢着照顾老人的事

很多，村里从没有发生过儿女弃

养老人的事。”前新屋村党支部书

记谢炳贤说。

村民抢着出钱出力
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漫步

在干净整洁的前新屋村，远处随

风飘来的花香沁人心脾。村内的

健身广场上，整齐摆放着各类健

身器材。晚饭后，三五成群的人

就围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健身。

“村里 300 多人，常年没人打

麻将小搞搞，邻里间或者是婆媳间

的吵架声也至少有十年没听到

了。”谢炳贤说，春节大伙难得空闲

在家，想打麻将小搞搞却凑不齐一

桌。可要是村里开会，想募捐清塘

修路，家家户户都会派代表参加，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之前搞新农村建设，村集体

经济薄弱，缺少启动资金，村民就

捐了 16 万多元。今年，村里打算

在村口修建休闲公园，村民又开

始主动募捐了。

互帮互助故事常上演
良好的村风促成了前新屋村

特有的民风，村民互帮互助、互敬

互爱的故事经常上演。

早些年，村民黄振绿遭遇车

祸，昏迷了三天三夜，康复遥遥无

期，妻子带着儿子远走他乡。“大

伙帮我凑齐了医疗费，还轮流做

我的思想工作。”每每想到这点，

村民黄振绿的心里就暖暖的，“我

住的这三层小楼，也全靠大伙帮

忙给盖的。”

房子虽然没有装修，可住着

宽敞亮堂。如今，黄振绿重新组

建了家庭，女儿今年 10 岁了，正

在上小学。因为身体欠佳，家庭

经济一直不好，村民又资助他的

女儿上学。

乌牛山村
盼望修建进村道路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到城

西新区开个会，还要从武义桐琴镇拐

个弯，典型的‘上方岩打桐琴’。”城西

新区乌牛山村委会主任俞福东说，眼

下村民热切盼望把进村的道路修一

修，或者干脆把村里的道路与新 330

国道连接起来。

乌牛山村有 70 多户 212 人。以

前村民回家大多走下谢村旁的进村公

路。可那是一条机耕路，宽度足够两

辆汽车交会，但道路没有硬化，路面坑

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四

溅，过往行人叫苦连天。

无奈之下，村民选择从武义桐琴

镇经桐琴大桥出入，虽然远了不少，但

路况好，开车走路都方便。一些村民

笑称自己是“半个武义人”。

不 过 ，这 条 路 近 来 有 了 新“ 情

况”。由于年代久远，桐琴大桥被武义

县列为危桥，两端立起了桥墩，限制大

型车辆进出。如此一来，村民的生产

生活更不方便了。

特别是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有梨

树，马上到了采摘的季节，要想将梨运

到外地出售，得分趟。“很耽误时间，也

增加了运输成本。”村民吕振虎说，村

民都盼望着尽快修好进村道路。

路怎么修？该村两委早就讨论

过，初步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对原来

的机耕路进行硬化；二是重新修建一

条道路与新 330 国道连接。不过，由

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希望有关部

门能帮他们解决“出行难”问题。

前新屋村
盼望移走碍事电缆

城西新区前新屋村的健身广场

旁，竖着一根两米多高的电线杆，长长

的电缆由东向西跨过整个村。村民反

映，这根电线杆就像一根刺扎在大伙

心头，整整三年竟然还没法“拔”出。

“我们三年前便对空中线缆进行

了改造，除了现在看到的这根，村内其

他电线电缆都从环村公路底下埋设的

地下管道走。”该村党支部书记谢炳贤

介绍，这根电缆线属于联通公司的通

信电缆，尽管村集体已多次与电缆“主

人”沟通，可不知为何三年了，依然不

肯移走。

“不仅破坏整体环境，影响大伙出

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安全隐患。”村

民黄春东说，每年这根电缆线都要被

路过的大货车刮断几次，今年 2 月就

被刮断过一次，希望电缆“主人”尽快

将电线杆拔掉，把电缆埋入地下。

外来务工人员锐减 集体经济遭遇滑坡

李二村欲借边界优势突围

李李二村的综合市场人气已大不如前二村的综合市场人气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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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热衷集体事业 温情故事时常上演

边界小乡村十年未闻吵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