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民公社时期，陈宅旺

村民除了种地，还有一个副

业：做粉丝。村民经常挑着粉

丝，翻过三都岭到瑞安城区售

卖，补贴家用。

上世纪 80 年代，三都一

带兴起编织袋制造业，陈宅

旺村的编织袋生产也十分红

火。

林普演是陈宅旺村最早

生产编织袋的村民。他介绍，

当时平阳有一个编织袋专业

市场，许多村民将制好的编织

袋装船，销往平阳。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陈

宅旺编织袋产业逐渐成型，形

成圆动机生产一条线，外来客

户主动上门采购，一时间全国

客商云集，在村里打工的外来

人员比本村常住人口还多。

当时，林普演创办的春燕编织

袋制造厂就有200多名员工，

年产值 5000 多万元，是村里

的龙头企业。

近几年，编织袋产业出现

下滑趋势。陈宅旺村谋划产

业转型，由劳动密集型向高端

汽配产业及环保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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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宅旺
原名秦宅旺，编织袋制造业一度红火

塘下“西大门”三都路口名气大

陈宅旺村内河流交错纵横，地理位置十分优越：104国道从村里穿

过，塘下广场西路、中心路向西延伸至村里。全村总面积0.41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231户共1124人，拥有100多家企业，以塑料编织、汽摩

配、电器制造等产业为主。

陈宅旺原名秦宅旺
南山河上有一座“风水墩”

陈宅旺村名和陈宅村相

似，地理位置相近，但两个村

并没有过多的关联。陈宅旺

村老人介绍，陈宅旺原来叫秦

宅旺，源于以前村里有一位姓

秦的大户，后来大户举家迁到

现瓯海仙岩，之后村里出了一

位姓陈的干部，因为在方言中

“陈”、“秦”读音相近，“秦宅

旺”就改成了“陈宅旺”。

不过，现在村里姓陈的村

民并不多，林姓和孙姓占了大

多数。位于南山河沿岸的林

氏纪念馆和中山乐园是林姓

和孙姓村民的祠堂。

南山河有一处河岸往河

中央突出，形成半岛状，上面

种有一棵榕树，树冠庞大。记

者了解到，这处突出的河岸叫

“风水墩”。据村民介绍，以前

人们认为任凭河水一直东流

会导致村里的财气流失，因此

修造了“风水墩”让河流拐个

弯，可以保住村里的风水。

交通便利，店铺林立
三都路口是塘下的“西大门”

塘下有两个重要的路口

连通 104 国道，分别是上金

路口和陈宅旺三都路口。三

都路口位于 104 国道和广场

西路交叉口，车流密集，是往

来于塘下集镇区域与温州市

区、塘下新居之间公交车的

必经之地，堪称塘下的“西大

门”。2010 年，广场西路拓

宽为双向 8 车道，宽约 40 米，

大大增加了三都路口的通车

能力。

陈宅旺还是三都片的龙

头村。由于交通便利，村里

店铺林立，经济发展迅速。

据了解，原三都乡政府就设

在陈宅旺村，并入塘下镇后，

塘下教育学区、三都片警务

室等职能部门仍留在陈宅旺

村。

编织袋制造业一度红火
如今村里谋划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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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宅旺林氏纪念馆

陈宅旺塑料编织袋家庭作坊

陈宅旺“风水墩”

陈宅旺村貌陈宅旺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