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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风村貌也改变

了，这是真正造福

外桐坞子孙后代

的。

1月，美院师生和外桐坞村民的孩子在一起。 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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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寻找乡贤系列报道之三

正月初十，蒙蒙细雨，从

杭州绕城高速龙坞出口下，左

转入留泗公路，穿过桥洞，“画

外桐坞”的招牌很是惹眼。

茶田环绕的外桐坞村比

平日安静些：许多驻扎农户家

中的艺术家尚未返回，村民三

三两两聚集在文化礼堂前聊

着天。

清朗幽静的民宿、颇具情

调的咖啡店、建筑风格独特的

艺术馆⋯⋯很难想象，这是一

个乡村。

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也

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

究员莫艳清惊叹。

为了学术研究，她曾在外

桐坞村开展田野调查。令她

感兴趣的，是外桐坞在与其他

近郊村落一样，受城市化、市场

化和工业化冲击之后，并没有

走向解体或完全被动接受，而

是积极应对，成功再造。

在前后历时近三年的观

察中，她发现，乡贤的带领，在

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认为，其中一位“知识型”乡

贤、现任村支书张秀龙，是外桐

坞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人物。张秀龙的办公室在村

旅游中心的三楼。虽然是休

息日，他的手机依然响个不停，

这天他刚接待了一个温州乡

村的参观团。被冠以“乡贤”美

名，这位“70后”村支书有些腼

腆。说到外桐坞村的发展，他

侃侃而谈。

以下为张秀龙的口述。

画外桐坞：一个村庄的再造之路
钱报对话专家：新时代，如何定义乡贤，我们需要怎样的乡贤

最早我高中毕业后，跑跑小生意，后来感觉杭州出租车市

场不错，凑了点钱，买了辆出租车跑。我跑了七八年，也见了

些世面。2001 年我刚好 30 岁，村里招助理，想让我去帮忙。

说真心话，我进村还是有点顾虑的。那时村里条件不怎么

好。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就是茶叶，一年卖个几万块钱，维持生

计。村集体经济也不理想。

2005 年老书记退下来，要我顶上去。那时我也有点底气

了。我们村里党员占比比较高，村里 500 多人，有 45 个党员，

这支生力军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村里只有60多万元的可

用资金，这么穷，怎么办？看到以前破破烂烂的房子能租个几

万块钱，我们就想把这些房子改造下，把租金提高一点。我们

运气好，赶上“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也向上争取了50多万元

的资金。

2007 年初，有几幢房子改好了，我们一直在纠结做什

么。后来有次我和村主任在茶田散步，看到几个美院的老师

带着学生写生，这是我们遇到的一次机遇。我和村主任凑过

去聊天。他们说，你们村茶园风光很漂亮，来写生如果不用来

回跑，有个工作室就好了。我灵光一闪，说刚有一幢房子改造

好。结果那位老师对我们的房子一见钟情。很快，几个老师

进来，建起工作室。

一次茶田偶遇
让我找到了方向

“乡贤”是一群怎样的人？未来的乡村振兴，乡贤怎样才能发挥

更好的作用？钱报记者对话浙江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莫艳清。

记者：当下社会学界怎样定义乡贤？“乡贤”是否发生过变

化？

莫艳清：较为公认的定义是：“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

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

贤能人士”。当下的乡贤，除了离乡和在乡的成功人士，还包

括带着资本下乡的城市人、文青（大学生村官）等。当然，乡贤

的主体是居住在乡村、有为推动乡村发展主观意愿的复合型

精英。

乡贤角色的演变，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社区保护人”、

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代理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能人”。当

然，无论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乡贤，还是当下社会的乡贤，都

具备这样的角色特征：知识广博、资财丰厚、品德高尚。

记者：在你看来，乡贤对外桐坞的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莫艳清：不同类型的乡贤依据自身资源和优势在村落中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外桐坞村，有着与其他村落相似的道德型乡贤（传统

型），这类乡贤主要是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和村内“明白人”，他

们为村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化矛盾，凝聚了推动村落发展

的正能量。

财资型乡贤（经验型）在外桐坞村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

的关键性作用，主要为有经商和管理经验的经济能人。他们

在村落发展陷入危机时，挺身而出，与村内的老党员、老干部

们一起整顿村落，推动村落发展步入正轨。

新型“企业家型”（知识型）乡贤，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党

政经一体的“铁腕精英”，在外桐坞村主要是“带头人型”精英

张秀龙，他在外桐坞村再造过程中扮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熊

彼特笔下的“企业家”角色，因村制宜，筹划出新的发展路径，

是外桐坞村实现再造的功臣。

记者：你认为乡贤对今日乡村之发展有何意义？未来的

乡村需要怎样的“乡贤”？

莫艳清：乡贤能够凝聚乡邻，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就业增

加和公共事业发展，通过建立共享的价值规范体系，为乡村提

供一套行动准则，为村民自治提供保障。

乡村振兴需要复合型人才，需要各种类型的乡贤，大体说

来需要知识型乡贤、财资型乡贤和道德型乡贤三类。发挥新

乡贤的作用，不能是暂时的，要建立一种长效的参政机制，不

同类型的乡贤要发挥他们不同的作用，参与乡村不同公共事

物的治理。

本报记者 黄小星

对话省社科院研究员莫艳清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乡贤

老师们进来之后，我们继续改造基础设施，扩建道路，这

全靠村民、党员代表还有一些乡贤坐下来协商。

老师们装修房子，在房前屋后种植竹子，放置一些小雕

塑，这些非常另类的景观改造，村民看了都觉得新鲜。乡贤们

都觉得这个产业是个好方向，我们就把村里杂乱无章的服装

厂、五金厂、喷漆厂等该清退的清退，该处理的处理。2008

年，名气开始起来了。大批的老师被引进来，引到农民的家里

去。到去年，村里163户农户，除了十来户自己做农家乐咖啡

吧的，至少有一百三四十户都引进老师了。

住进老师后，村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村里只

有不到 70 万元的可用资金，到去年，村集体经济将近 500 万

元。村民从人均收入几千元，到去年已经 5 万元了。可以

说，房屋租金 10 万元，茶叶卖 10 万元，这是每户人家保底的

收入。这还不包括“三产”收入，有种只有我外桐坞有的模

式：房屋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除了三月份四月份弄茶叶，空

闲时间，女主人会帮老师洗衣服、打扫工作室、烧饭，老师一

般给 2000 元，逢老师出去搞画展，男主人就去帮老师打工挣

钱。

因为相处得和谐，每户老师和农户的关系就像亲人一样，

如果老师不帮农户卖出一点茶叶，就会觉得脸上无光。我们

村有个农户，家里住了一个韩国老师。她的房子偏，租金才租

了三万元，但老师每年能帮她卖50万元的茶叶。

有老师帮农户卖茶叶
一年一户能卖50万元

我们引进老师之后，最终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效。过

去农民家庭空闲时就是麻将老K，但老师彻底改变了农户。

一些有爱好的农民跟着老师学字画，小孩也在边上学，我

看到后，就要求村里 8 岁以上的小孩每天腾出时间去学。我

们村连续五年在春节时都会办“村晚”，孩子上台能写能画。

村风村貌也改变了，这是真正造福外桐坞子孙后代的。2017

年，我们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又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拿下两块“中”字招牌。

发展过程中，乡贤们坚持服务村民的思路。文化讲堂原

址是村祠堂，我们也恢复修缮了老祖宗的东西。2017 年末，

乡贤们提议，把往年的“村晚”办成百家宴。村里500多口人，

都涌到礼堂里，每户人家端出几道菜，还有驻扎的艺术家唱歌

跳舞，表演节目，我们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年。

村民空闲的时候
也不再沉迷麻将老K

外桐坞村如今发展得很不错。

黄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