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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说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如今随着未来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金凤凰开始飞向乡村。他们与乡村一起共建共享，共筑家

园，这是时代的风景。

◎ 记者 王 珏

在未来乡村的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个关键词总是会不断的出现，比如艺

术、文化、教育等，似乎乡村早已从原本的

田野、原始走向了更加美好的以生态为基

底的生活。

未来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乡村的大事，

更是整个时代的大事。在这件大事里，一

方面是乡村以青山绿水去搭建“凤巢”，另

外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人才走

向乡村。由此乡村成为一个有着良好生态

的美好生活场景。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西南面有一个名

为长埭村的地方，是西湖龙井茶的主要产

地，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又因

为这里毗邻中国美院、浙江音乐学院等众

多高校，很多艺术家开始在长埭村定居。

“茶+艺术”，自然而然成了这个村子的特

色。

如何以特色去推动乡村建设呢？为了

让“艺术”安居，长埭村努力创造宜居宜业

的环境。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覆

盖，推广智能垃圾回收、空瓶回收、太阳能

光伏等绿色设备，推动茶产业生态化、景观

化，让绿色茶园成为环抱村庄的优美风景

带。翻新昔日垃圾堆场种上茶树，点缀艺

术雕塑，打造了融茶园景观、雕塑作品、乡

村音乐等元素于一体的茶园市集，成为新

晋网红打卡点。因此，也提升了群众幸福

指数。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带动了公共服

务建设，通过网红球场、村公所、茶园市集、

老年食堂等场所建设，健康步道、健康小

屋、邻里中心等设施配套，定期举办邻里关

爱、雕塑展览、文体赛事、音乐集市等活动，

山沟沟里飞来金凤凰

把村民从麻将桌、沙发上“解

放”出来，感受乡村多姿多彩

的幸福生活。而且坚持美育

从娃娃抓起，用好艺术家资

源，成立村艺术家委员会，每

年暑期入驻艺术家免费为村

内小朋友开展艺术技能培训，

提高村民艺术活动参与度，实

现“人人都是艺术家”。随着

环境与生活的提升，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由“茶+艺术”产业

的不断破题，带动了乡村休闲

旅游、民宿、农家乐等新产业

发展，培育了包括数字 vlog体
育公园、小辫子面馆等“网红”

打卡点，构建了特色鲜明、业

态丰富、流量火爆的产业格

局。2021年，长埭村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入 589.89万元，同比

增长 42.5%；村民人均收入达

50150元，同比增长 20%；全年

接待游客人数突破32万人次，

游客人数同比增长42%。

以产业筑巢的乡村还有

很多。金华义乌义亭镇的缸

窑村。曾出土过汉代陶器文

物，自北宋时期开始烧窑制

缸，300年前建成村落，具有清

晰的历史脉络和厚重的文化

积淀。近年来缸窑村找准了

保护传承和未来发展的契合，

整合政府、社会、村民的力量，

以文创撬动资源，以数字赋能

乡村建设，让昔日古城焕发了

新的活力。

它以“窑、周、酒、戏”四大

主题文化为核心，创新村企结

对共建机制。引进高校、企

业、金融机构的智力、物力、IP
和专业技术支持，通过规划编

制、应用开发、场景打造、整体

运营，实现乡村风貌选代优

化、数字化技术应用初见成

效、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开、

群众获得感持续加强、村集休

和村民收入跨越式增长，探素

出一条“窑”旺未来、“陶”礼天

下、历“酒”弥新、好“戏”连台

的共同富裕之路。

还有台州黄岩的沙滩

村：随着2012年同济大学美丽

乡村规划教学实践基地在沙

滩村落户，十年来，村庄持续

深化村院融合，引入专业规划

团队和工商资本，布局农旅、

研学、康养、电商等多元业态，

带动片区共建共融，实现“空

心村”活态再生。

沙滩村以“宋韵柔川·耕

读致远”为主题，巩固深化“适

合环境、适用技术、适宜人居”

的乡村改造和建设手段，深度

挖掘柔川书院蕴含的传统文

化资源，创新运营共富公司，

借助数字化手段放大乡村振

兴学院、东坞“零碳村”等基

地服务优势，打造覆盖柔川

片区的优质公共服务场景，

建设城乡共享型未来乡村。

由此，沙滩村成为黄岩区首个

国家 4A 级景区，制订的极具

柔川特色的宋韵文旅、研学精

品线路，每年吸引客流量近百

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乡村

致富。

与此同时，这也激发了

乡村内生动力。校地合作给

沙滩村带来了持续的客流，仅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已接待省内外考

察调研 19000多人，参加培训的学员 7475
人次，其中省外 2248人。塑造了“美川优

品”“研学柔川”等品牌，形成了乡村振兴学

院主导、专业团队管理、村集体参股运营的

“学院+”“文化+”的发展模式，增强了村庄

发展自信，带动了村民创业增收。

在此基础之上，沙滩村构建利益共同

体，相继推动以沙滩村为核心的柔川片区、

以“演太线”为纽带的“演太双川金廊”美丽

乡村集成示范带建设实践，使该片区范围

内的村集体组织和群众切身感受到共建共

融、互促互长的协同机制优势，并在未来乡

村建设中进一步强化了构建利益共同体的

动力。目前，“演太双川金廊”美丽乡村集

成示范带的特色农旅产业总产值已超过

9000万元。

无论是以本身资源和产业去吸引金凤

凰，还是以金凤凰推动资源和产业活化，这

都是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借智引智、虚实

结合，也要推动产村融合、多元参加。

例如，同济大学与沙滩村的校地合作

起始于规划理念的引进，侧重于理论性的

指导。但随着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学院

培训训班次的引进，实现实实在在的要素

回流，有效激活了沙滩村的文化、生态资

源。随着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深化，以

及国内外高校、媒体以及培训学员的跟进

关注，都能给村庄带来持续的“流量”，保

障产业转型的动力。同时，沙滩村构建

“高校+国企+村集体”的共建共治机制，

通过股份分红、土地流转、劳务承包、农副

产品销售等方式，发展芳养经济、研学经

济、酒店经济、电商经济等新型业态，同步

植入数字化应用场景，大力提升村庄“造

血”功能，辐射带动周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和农户增收，打造具有可复制经验的“柔川

共富”新模式。

当然，结合以上案例，我们也可以看

到，未来乡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立足当地建立文化自信。要看到了中国农

村文化的丰富生态和创新精神，让更多的

基层干部和农民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发展自

信，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奥论环境和内

生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