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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观察

乡村文旅：
种下一个梦想，长出一种生活种生活

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

20年来，浙江万村千乡持续探索、层层破题，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与时俱进地回答好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乡村不断升级。在汇聚的力量里，有一股年轻的力量正在蓬勃生长，他们为

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乡村描绘了一幅新的画卷。

在刚落幕的杭州亚运会火炬接力

中，共有32名农创客担当了火炬手，他们

奔跑在浙江的大地上，也奔跑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

在广阔的浙江乡村，这群朝气蓬勃、

敢拼敢闯、筑梦田野的农创客，把新理

念、新技术、新方法带入乡村，让田野成

了希望的田野，乡村成了活力的乡村。

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

这股力量让乡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从而让乡村成为了我们向往的远

方。我们这期走进临海，看看这个充满

文化的小城，都有哪些“新生活”。

非遗，有温度的产品

在台州临海紫阳街66号江南老戴家

非遗养生膏方门店，店主戴可杰正忙着

招呼客人，一面热情地介绍非遗膏方的

产品特点，一面着手为顾客冲泡试喝的

膏饮。对于自己家的膏方，戴可杰有着

十足信心。

1983 年出生的戴可杰，如今是浙江

省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员、临海市农创

客发展联合会会长、台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江南老戴

家”的创始人。

“2006 年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上海、

宁波陆续做过文案主管、内刊主编工作

等。”回忆起步入社会的那段时光，戴可

杰坦言，“当时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

也更强，与我向往的生活总有差距，所以

决定回乡创业。”

戴可杰的家乡临海涌泉是当地远近

闻名的“水果之乡”。5月采桑，6月摘梅，

10 月剪橘⋯⋯临海水果众多。可每当水

果上市时节，如何解决水果保鲜问题便

摆在了果农面前。“当时，我家中有祖上

传承下来的桑椹膏膏方，于是我想是不

是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把它开发成产

品。”戴可杰说干就干，潜心研究，利用祖

传制膏技艺，按照时令开发系列膏方，恰

好能够破解鲜果“卖不掉，放不住”的烦

恼。

他在学习祖传经验的同时就在着手

将这些经验标准化地运用到企业生产当

中。鲜果熬成膏，要经历来摘，选材、清

洗、阴干、挤汁、讨滤、沉淀、敖制、撞拌、

收膏等 20 多道工序。无疑这是一个细

致、繁琐的过程。膏方熬制最关键的是

火候的把握，要分时采用武火、文火、炭

火等几种不同的火候，经历 12 个小时以

上，方能熬制出纯度高、功效好、香味浓、

口味佳的膏方。文艺青年戴可杰却将这

份“苦”酿成了诗，在熬膏的过程中，有灵

感了，他就拿起纸，第写上几句，把熬膏

的经历通过诗歌表现出来。在他看来，

写诗不是纯粹感情的宣泄，而是思考生

活、品味生活之后，值得被写出来的感

悟。因此，他在每种膏方的包装上都附

上了一首小诗，通过诗歌与顾客建立起

特殊的情感交流。

2021 年，这一传统制膏技艺被列人

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遭产项目名录，他们

膏方也先后获得“浙江省优秀旅游商品”

“浙江省名特优食品”等荣誉。

让文化移植落地生根

在亚运村各类美食飘香中，还氤氲

着一抹来自临海的咖啡香，为运动员、媒

体人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优质的咖啡服

务 ，那 是 来 自 临 海 本 土 咖 啡 品 牌

18RESERVA的团队带来的臻选味道。

据 18R 咖啡主理人杨林跃介绍，早

在去年下半年，18R 就被亚运村选中，从

去年 11 月份便筹备亚运村的咖啡服务

项目。从门店设计，硬装、软装，到服

务人员的招募选拔还有咖啡豆选择，

以及菜单的选择和确认，都经过精细

打磨，并成立亚运村咖啡服务专项小

组。“这次有幸入驻杭州亚运村，如此深

度参与这样盛大的国际赛事，让来自亚

洲各地的朋友喝到我们制作的咖啡，我

很自豪。”

杨林跃，是临海最早的一批精品咖

啡经营者之一。从 2015 年开第一家，到

入驻 5A 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再到

与新荣记合作成立“拾捌荣咖”咖啡豆工

厂，现在提起 18R，大家对它的评价是

“专业”“精品”，杨林跃花了 8 年时间，将

18R做成“台州本土咖啡品牌之光”。

不同于市面上一些连锁咖啡店的标

准化、流程化，18R 的每一间门面都风格

迥异，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思想和设计。

“目前有 5 家门店，我认为每个店都

是不可复制的，都是这个城市里独一无

二的特殊存在，所以就秉持着一店一风

格。比如说灵湖店在灵湖景区旁，设计

了四面玻璃房，能引光引景入室，满足顾

客休闲散心的需求。紫阳街店，因为它

是在古街，所以我们的装修风格以及咖

啡的出品，会更加跟古街相融合一些。”

在紫阳街的咖啡店，杨林跃将咖啡

跟本土食材、小吃作融合，打造临海特色

咖啡和特调饮品，推出了草糊咖啡冻拿

铁、老酒拿铁、姜汁拿铁、桃胶拿铁等一

系列创意咖啡，蕴含着独特的临海风味，

给顾客带去全新的味蕾体验。

做一杯有“临海味道”的咖啡，是杨

林跃一直以来的坚持，无论是本地人还

是游客都特别喜欢。此外，他们还推出

过乌饭麻糍千层和羊岩勾青千层，极具

反响，这些创意咖啡和甜品也成了展示

18R品牌的窗口。

而且对于杨林跃来说，18R 能做的

还有许多，做咖啡中转站，供应优质咖啡

豆；做咖啡培训，提升店员和学员的咖啡

制作水准；做咖啡宣传，尝试让更多人了

解咖啡，理解咖啡；做咖啡赛事，引导咖

啡潮流、传播咖啡文化⋯⋯

民宿，文旅体验综合体

85 后金勰，是民宿“余丰里”主理人，

从小于古城里长大，却在外旅居多年。

开办这家民宿之前，他曾在省城当过多

年记者，也和朋友们一起在杭州、黄山等

景区办过民宿。

“出去走得越多，就越能感到家乡的

美，有山、有城、有江、有海，还有不一般

的美食和家乡的吴侬软语。”2017 年，金

勰觉得自己该回家了，于是决定创办“余

丰里”。

“余丰里”前身是一座百年当铺“余

同丰”，两栋 60 年历史的砖混工业用房，

以及两栋30多年历史的旧仓库。整个项

目的改造，更像是一个大型文化遗产修

复工程，在保留建筑古旧时代感的同时，

融入现代艺术的技艺，打造出一种“虽犹

人造，却宛若天成”的美学空间。

“余丰里”是民宿，也是书店、咖啡

店。金勰希望打造一处自己心中的理想

归宿，而这里也成为金勰人生的新起

点。对于那些寻着隐秘处而去的都市

人，能在临海的余丰里，找到被城市稀释

的自由情怀。

历时多年沉淀，“余丰里”还与临海

市新华书店合作，重现了一方市隐之

地。民宿前厅用落地玻璃门窗分隔开

来，使得视野格外的开阔。临海的“书卷

气”，也在这里得到完美呈现。

近年来，“余丰里”还积极开展并承

接各项文化活动，先后承办了府城读书

会、本地知名作家的新书签售会，府城画

展、江南草木春木刻展、知名文创企业的

设计研讨会等。

“我们的民宿，不仅仅为游客提供一

个住宿的地方，还要给游客留下属于临

海的文化体验。”金勰说，临海古城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外地住客如果只是走

马观花就比较遗憾。

除却客房，“余丰里”的屋顶还被设

计成了一个花园式的露台，这里四周植

满了花花草草，还放置了些许桌椅。若

是天气好，便可上来坐坐看看，入眼便是

古城风貌。

如今，余丰里凭借着自身的“独特”

吸引了全国游客。金勰坦言，民宿不需

有多华丽，但是一定要有内涵，能让入住

的客人体验到当地的风俗文化，而临海

恰好就是这么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历

史文化名城，既古老又美丽。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从“千年台

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到如今不少

人用“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形容临

海，足以证明，文化生活丰富的城市，总

是充满着温度。

无论是把水果熬成膏将日子过成

诗，还是让外来文化在乡村孵出金蛋，或

是走过疫情市场归零的民宿综合体，这

些年轻人用心投入，慢慢等待。回顾返

乡创业的“得与失”，他们都期待通过他

们的努力，带动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助

力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