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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这说的就是椒江洪家街道的灵香店村。

村子不大，全村也就 420户、1580人。家家户户都从事着童装产业链相

关的工作：或开办工厂，或来料加工，或从事设备维修技术培训。看起来不起

眼的童装产业，灵香店村却创造出年产值9亿多元的奇迹。

“双十一”前夕，记者怀揣着好奇，驱车赶往“针织童装之乡”。沿着村道

一路前行，阡陌农田和成排的民宅相映成趣，不少民宅外墙上悬挂着“某某

童装”“横机出租”“套口加工”等醒目的招牌。

车子继续往前行驶，到了村里最繁华的“十字马路”，可以看到东南西北

四条主街道两侧，停满了小轿车，沿街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童装店。再走近细

听，家家户户都传出了轰鸣的机器声。

谈及灵香店村的童装产业，很多人都会提起当年的手摇横机。

“当时我们这边有家灵济羊毛衫厂，有基础。”灵香店村党支部书记方启

洪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工厂倒闭，村里十来户人家购入首批旧手摇横

机。当时，一台机器售价高达600多元。

方启洪的父亲敏锐地嗅到商机，心一横，跟姑姑家合资买了一台。“以前

条件不好，起初我们生产‘假领头’（方言，意为毛衣假领子），以及拉毛的毛

线帽，技术门槛不高，上手快。通宵拼命加工完后，父亲第二天清晨就赶到路

桥集市上去卖。”

方启洪回忆说，当时国内的针织行业分布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灵

香店村的针织产业，也算是赶上了国内“第一班车”。背靠路桥兴旺的市场，

一天下来，一家人能挣30多元。

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方启洪说，他哥哥当时在国企当学徒工，一个

月工资也就15元。

掘到“第一桶金”后，村里头脑活络的人又买了价值2400多元的日本进

口提花机。这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

即便如此，尝到甜头的村民还是“跟风”购买新设备。遇到不懂的技术问

题，邻里间相互帮衬，也都能解决。

依托路桥兴旺的市场，凭借比广州等地更低的价格优势，短短几十年

间，村里的童装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强劲的“洪家品牌”号召力。每年都

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前来采购。

现如今，设备迭代升级，毛纱的购买量从几斤变成了几十吨，产能从一

天几百件到几千件。灵香店村也成了典型的童装产业村，家家户户、男女老

少都或多或少参与到相关加工环节中。

灵香店村童装生产是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前店后厂。以

“蜜可迪”原创服装店为例，前面是临街门店，整齐排列着各种款式和颜色的

童装。绕到店后则是加工车间，套扣拼接、纱洗、精烫、包装……20多名小工

正在一刻不停地赶工，灵活又高效。

由于当地童装企业大多以加工作坊为主，缺少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

时针拨回到2010年前后，受电商崛起冲击，该村生意受到冲击。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灵香店村积极谋求转型升级，再次搭上了第二趟快

车——“线上电商”。2015年，全市首个由村集体投资的农村电子商务园区

开到了“家门口”。园区面向全村 1000多家童装企业，开展推广运营、客服、

美工、拍照等课程，当地逐渐形成“生产、销售、服务”一体的网商购销体系。

电商“这把火”越烧越旺。目前，村里的童装生产经营企业，向淘宝商家

供货的占到了六成，其中五六家企业在天猫商城等开设自主品牌旗舰店。

借直播东风，方启洪家也开设了抖音直播间，聘请专业主播入驻。方启

洪说，用出厂批发价直接回馈直播间的粉丝，爆款童装销量能达到1万件的

水平。“现在童装行业竞争很激烈，我们线上线下一起走，就能拉平淡旺季销

售的季节差。”方启洪说，新的生产模式推动村里的童装产业走得更远。

灵香店村不仅个体经济发达，还是省级民主法治村。由于商户诚信守法

经营，去年9月，农业银行台州海门支行授予该村5000万元的“守法贷”授信

金额。首批受益村民，分别拿到了 30万元的贷款额度，解决了资金吃紧的

“燃眉之急”。

从手摇横机到全自动电脑横机、从传统批发到线上线下齐头并进，七成

以上的村民都开办了童装厂，年入几十万甚至百万触手可及。

“就连村里的花甲老人，旺季做些纺纱的简单活，每年也有三四万元的

收入。”方启洪自豪地说：“我们村的经济条件很不错，粗略统计全村汽车保

有量700多辆，村里20%以上的人都在椒江、路桥城区买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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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电商处处长 杨军

椒江积极出台电商扶持政策，推进电商进万村项目，对

电商园区发展作规划，尝到了电商带货的甜头。目前，当地

共有灵香店电子商务创业园、星星电商产业园、云谷跨境电

商孵化园等五大电商园区，占地11.68万亩。

这五大园区功能各异、各具特色，通过不断完善相关配

套设施和政策，加快传统支柱产业的转型，实现“电商换

市”，为全区电商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商是一片新蓝海。”借助互联网，桥接网络、产品、物

流各环节，不断拓宽销售新渠道，让台州产品突破时空限

制，走进千家万户。

目前，全市共有 48个淘宝镇、373个淘宝村、28个电商

产业园，活跃网络零售网店总数在浙江省排名第4。电商就

业创业氛围良好，直接解决就业岗位11.9万个，间接带动就

业岗位 31.3 万个。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网络零售额达

945.5亿元，同比增长15%。

互联网时代，必须要以超前的眼界，结合本地产业特

色，跟上电商步伐，形成区域特色，让人人乐享电商带货发

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 谢雅婷/文 雍昕/图

“守法贷”是由台州市司法局、台州市普法办和农

业银行台州分行共同推出的金融服务战略合作项目。

面向全市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居民、“法律明白

人”“法治带头人”、学法用法模范户、农村（社区）法律

顾问等开展的个人贷款业务，旨在加快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营造全市遵纪守法的良好商业氛围。

“守法贷”具有额度高、利率低、期限灵活、担保方

便、办理快捷等优点。最高额度1000万元，贷款授信期

限最长3年，每次用信最长1年。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

借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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