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倩倩原本从没想过，现在的她会摇身

一变，以民宿主的身份，再度回到阔别十余年

的老家浦江新光村。

2019年4月30日，历时一年多的打磨，

朱倩倩和父母利用自家空闲房屋改造的“廿

五都·简墅”民宿在村里开业了。

“我们回来做民宿，是因为现在整个村子

既美丽美观，又充满人气，在整个浦江都出了

名。这可少不了他和创客们付出的心血。”

朱倩倩提到的“他”，是新光村廿玖间里青

年创客基地的发起者和队长——陈青松。

从产业单一到创客项目云集，从村集体负债到带动村民增收超千万元

陈青松
4年时间把落寞古村做活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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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村做美

、做成多元产业

，是一种事业

。

本报记者 叶晨 逐梦：
年轻外贸商回乡创业搞旅游

三百多年前，浦江富商朱可宾衣锦还乡，

在家乡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并在如今的浦江

新光村建造了极其讲究的灵岩古庄园。经历

百年变迁，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新光村逐渐

暴露出了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较差的缺

点，再加上浦江水晶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大多

数村民都选择出门务工经商。在广东中山市

做了好几年水晶生意的朱倩倩的父母，正是

其中的代表。

劳动力和人气的流失，加速了古村的凋

敝。

“我刚回来时，新光村只剩下 28 位留守

村民，年纪都挺大了，所以哪还有什么产业。”

陈青松回忆，那时候新光村没有旅游基础，就

连村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都无人问津，村集

体年收入也很少，甚至还负债。

那时候陈青松刚刚返乡，还没有完全把

自己的身份从外贸商转变为“新乡村人”，对

于乡村经济的振兴也缺乏实践经验。拯救古

村，意味着从零开始，是当时摆在这个年轻商

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陈青松曾向钱江晚报记者坦言：“当初看

到淘宝等平台那么火，曾考虑过做农村电商，

毕竟村里有梨糖膏等一些土特产；但否定了

——因为它（新光村）没有流量，客户很难对

商品产生粘性。”

怎么样才能为古村聚集人气，吸引人来

体验、互动、消费，形成可持续发展呢？陈青

松想到了“百搭”的旅游产业。

2015年，陈青松聚集了一批抱有类同想

法、愿意回到乡村的创客。他们租下灵岩古

庄园作为基地，组建了浦江创客联盟，结合当

地的旅游、农业资源，以各自经营的创意工作

室、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为这座古村找到了实

现复兴的契机。

如今，坐落于灵岩古庄园的廿玖间里，是

大多数创客们的工作场所，而对于游客来说，

可以在这里找到 60 多家风格主题不同的店

铺或者体验项目，甚至周边还有密室逃脱、玻

璃索道等年轻人热爱的户外体验项目。

由于多数创客因工作的关系，不能每天

待在村内，陈青松和他的小伙伴们还提出了

一种新颖的运营方式——值班制。游客如果

有事要联系或咨询，找家有“值班”创客在的

店铺就可以随便问了。

“村民们也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创客的

加入为他们带来了旅游消费上的各种营收，

就比如售卖零食、饮料、土特产等，客流量较

以前翻了几番。”陈青松说。目前整个创客基

地趋于稳定，平均每日接待游客都有上千人。

廿玖间里的账本记录着，项目 2016 年 1

月试运营，至 2018 年 12 月共接待游客约

288 万人次，带来旅游收入 4000 余万元，带

动村民增收1000多万元，新光村的村集体收

入也告别赤字，有了一定盈余。同时，项目还

吸引许多大学生创客以及非遗传承人等来到

村子工作，目前已有200多位村民返乡创业。

奋斗：
有新挑战更有大机遇

很文艺、很有远见。七个字的评述，在旁

人看来，作为新一代创客的朱倩倩对陈青松

的印象有些简单了。实际上，认识三年多来，

他们能够坐下来交谈、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理由很简单，忙。

近三年来，新光村的创客旅游产业发展

很快，但这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首先，项

目引入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是缺乏的；其次，

我们从属性上来说，是一个社会团体，有的配

套项目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也很难实现引入；

另外，在当地旅游主管部门的帮助下，新光村

得到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人气和名气都在逐

步攀升，但接下来品牌打造还需继续推广。”

所以直到现在，各类招商引资以及很多

新的意向项目，只要合适，作为创客队长的陈

青松都会尽快去对接；任何乡村主题活动，只

要有品牌露出，新光村都会踊跃参与。去年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

杭州主办的“了不起的乡村市集”活动上，廿

玖间里的创客项目作为代表亮相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青松是一个理想

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机警敏锐的商人。所

以他才敢很肯定地说，新光村可以赚什么钱，

自己最清楚。

在陈青松和同伴们的计划里，新光村在

保持古村气质的同时，在玩法方面还要变得

更加多元。他们计划要做野生动物标本馆、

恋爱花园酒吧以及自己的酸奶品牌，下半年

还准备上一个音乐餐厅。

“如果要说展望，去年浙江省提出的大花

园建设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现在新

光村的振兴案例放在全省，可能是很小的一

个点，但结合大背景来看，它便成了一个优秀

案例。从高处讲，把古村做美、做成多元产业

是一种事业，有了更大的推广空间；而从市场

化的视野里看，我们的经验具有很好的说服

力，可能会推动创客们走向其他乡村进行新

项目开拓，传递出更多浙江田园的美好。”

陈青松，男，1980年9月生，浦江廿玖间里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2015年8月筹备

成立浦江青年创客联盟，致力于打造首个文创

走入乡村项目——廿玖间里。2016年以来廿

玖间里相继获得“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全国十大跨界创客基地”“两美浙江”经

典示范项目等荣誉称号。陈青松个人先后获

得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奖等荣誉。

人物名片

3 年前，我第一次去浦江县新光村廿玖

间里创客基地，那里只有十余个店铺，游客也

很少，刚开业的咖啡馆也冷冷清清。

但陈青松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开车送我去火

车站的路上，都不忘“画饼”，他表示一年之内，这

里会有更多店铺和体验项目，外面会有房车基

地、民宿，创客们会通过网络替村民卖土产。

时隔一年，2017年年初我再次到访时，廿

玖间里已经增添了民谣基地等近数十个项目，

面对来村里买特产、参观创意店铺的游客潮，

你想在露天茶座找个位子都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工作，我见过不少乡村创业、开发的

案例，许多资深乡创者都提到过一个经验：想

要做好乡村振兴，把村子真正做活做美，一是

要选对业态（即产业引入），二是得先让当地

人看到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的收益。

正如采访时陈青松自夸的那样——“我

最清楚我们这里做什么能够吸引游客，能够

赚钱”。像新光村一样、曾经陷入凋敝的乡

村，正是因为有了陈青松等人为其引入产业，

才逐渐有了人气，而当地村民也从日益增长

的人气中积累了原始资本，有了开商铺、办农

家乐、进行民宿升级的进步空间，从而能为后

续的游客提供廿玖间里所不能提供的住宿、

餐饮消费。这是陈青松们为古村打造的有针

对性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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