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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
村支书用村歌唱出大智慧

4 月 2 日，1400 余名来自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的学生在衢州江山大陈乡大陈古村开启了一场红色

研学春游。从进村的迎宾花鼓，到“镇村之宝”汪氏

宗祠，再到中国红军北上纪念馆⋯⋯沿着青石板路，

村里的讲解员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大陈村的人文历

史。在青石巷，还可以看到绘有许多彩画的漂亮小

石头。活动期间，学生们还制作了清明节的传统美

食——清明粿。

2005 年，被推选为村支书的汪衍君用一首《妈

妈的那碗大陈面》唱出了村民的精气神和荣誉感，也

将大陈唱成了“中国村歌发祥地”。

借助村歌带来的热度，村民们开始“秀”文化，

“卖”文化。目前，古村内已开设大陈见面、豆腐西

施、初夜等 16 家各具特色的小吃作坊和民宿，并扶

持成立了旅游公司和电商公司，仅“妈妈”牌大陈面

一年的销量就高达3000吨。

近两年，围绕300余年历史的汪氏宗祠内外，汪

衍君和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了两出好戏——实景剧

《你好江山》和音乐剧《大陈见面》。截至去年10月，

这张“一乡两秀”乡旅名片已吸引游客约1.8万人次，

为村集体增收110万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了33%。

刚刚过去的清明三天假期，大陈村共接待游客

1000 余人次，其中研学春游 300 余人次。“仅 3 日晚

上，就有近 200 人观看了《大陈见面》表演。我们需

要接待的研学团、学习考察团已经安排到了 4 月 11

晶。”大陈村讲解员周丽玲告诉钱报记者。

常山县东案乡金源村：
传统旅行社抱团爆改古村落

昨天下午，各地自驾游客成批退去后，衢州常山

金源村腾云·现代旅游根据地民宿22号院的民宿管

家涂美香开始忙活，打扫院落，并开始享受小长假后

难得的静谧。

金源村，旧称上源。2016 年，村里实施环境提

升工程，在村口建了公园、停车场，公路沿线也进行

了绿化；2018 年，村里公厕等基本设施改造结束。

古村虽然变美了，但因地处偏僻地带、名气不大，一

直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

受疫情影响，2020年，旅行社大部分经营惨淡，

最后他们决定报团取暖，由衢州市旅行社协会牵头，

市内30家旅行社注册成立了“腾云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下简称“腾云”）。2020 年 5 月，衢州市旅

行社协会会长周建明来到金源村，与村集体合作，将

村内老旧民居重新装修并改造成民宿后，再引进客

源。留守在村内的村民，不仅可以收房租，还能在民

宿上班赚钱。

“老村庄真能变成网红村吗？”村民们半信半

疑。两个月后，村民家的闲置房被改造成 4-6 居室

民宿，有村民还收到了1万元房租费。

民宿改造期间，腾云聘请了一支专业设计团队

对村居环境进行提升和改造。老旧村居成了错落有

致的农家小院。游客进了村，不仅可以在群峰环绕

的山水间拍个照，还可以去始建于北宋宣和七年的

“贤良宗祠”里，看村民们写书法；村里不少古民居的

一楼被改造成了茶馆、餐厅。至此，金源村“吃-住-

游”的旅游要素已初步成型。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9 月 民 宿 正 式 营 业 后 来 ，村 平 均 日 客 流 量 达 到

200-300人，民宿日均入住率达80%~100%。

2021 年 3 月初，考虑到村内有些农民没有收入

来源，腾云又将一幢180平方米的古民居改造成土特

产营销中心，从村民处收购山茶油、笋干、胡柚等农特

产品进行售卖。目前，中心销售额已达25万元。

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
新老村民共同打造“未来乡村”

与其他乡村小长假的喧嚣不同，声名远播的杭

州余杭青山村的假日依旧静谧而安逸。少数提前预

约的游客，和村民一起上山挖竹笋，过着地道的田园

生活。

青山村位于杭州余杭区黄湖镇，村里水库、梯

田、田园、茶园、稻田交织连片。2015 年，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等联合发起善水基金

信托（即水源保护基金），青山村内的龙坞水库成为

第一个试点地；2018 年，来自德国的设计师 Chris-

toph John 和其他 20 多位设计师，带着“融设计图

书馆”走进青山村；2019 年 2 月，“青山同心荟”正式

成立，该组织集结了村内中国传统材料图书馆设计

师、大自然保护协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成员、印

力集团项目人员及民宿、农家乐、手工艺等各类产业

经营者；同年10月，青山村被余杭区正式确定为“未

来乡村实验试验区”。

“前人”将青山村旧貌换新颜，接下来，“未来乡

村”的路要怎么走？青山村把这个问题抛给“新人”。

2020年12月7日，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举行了

30 名新村民的“入村礼”，如今青山村已经有了 50

多位常住新村民。越来越多的项目也瞄准了黄湖

镇，2021年，六善酒店等项目陆续进驻，一个更大的

宜业平台正在形成。

人和项目进村后，该如何平衡自然环境？

对于想要进驻的项目，青山村有着严格的筛选

要求。“用水量特别大的项目不行，对自然生态环境

有不好影响的项目也不行；而且进驻的项目还要能

为当地村民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解决

村民就业问题、服务村民等等。”

“未来乡村”，不仅着眼于乡村振兴，更看重的是

村民的未来。

如今，最早进驻青山村的“融设计图书馆”，已成

为村里的孩子免费使用的学习场所；“青山同心荟”

会长、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者张海江，与团队把青山

村一所废弃的学校改建为青山自然学校，并为孩子

们提供自然教育课程；等孩子们放假了，学校还可以

用作公益团建、农产品和周边文创产品输出、赛事和

节日庆典的场所。

“人是乡村振兴的原点和动力。”黄湖镇党委书

记陈国强告诉钱报记者，未来乡村建设，必须要平衡

好外来建设力量和乡村本土居民的关系。”未来乡

村，创新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模式，还有

基层治理模式。在未来乡村联合工作坊、青山同心

荟等创新组织里，村民可以和当地政府以及企业进

行民主协商，共同参与未来乡村建设。”

“清明时节忆乡愁，郊游踏青觅春意。”这个清明小长假，你去浙江哪个乡村踏青了？

位于衢州常山县的金源村成了网红村，村民又收房租又当管家，好不自在；杭州余杭区的青山村在

一群新村民的努力下，成了“未来乡村实验试验区”，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仰望星空的理想；衢州江山的

大陈村则在草根支书的带领下，闯出一番新天地。

从2017年至今已开展四年有余，万村景区化已于去年年底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共计创建A级景区

村 10083 家，其中 3A 级景区村 1599 家。万村景区化开展的这些年，省内涌现出一批明星村、网红村

和带领群众扮靓家乡、增收致富的好书记。赏花、研学、康养，都是游客“解锁”乡村游的关键词，在乡村

游爆火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浙江乡村百花齐放的发展样本。

靠一支村歌靠一支村歌、、一片民宿一片民宿、、一种手艺⋯一种手艺⋯⋯浙江村民打造⋯浙江村民打造““未来乡村未来乡村””

在人间烟火里看见绿水青山在人间烟火里看见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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