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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铭很忙，初次见面匆匆打了声招

呼，他便不好意思地表示约了游乐设施厂

商，让我们稍等片刻。终于可以坐下

来好好聊聊了，他也不时被电话

打断，只剩 1%电量的手机硬

生生坚持着接了四五个电

话。看到记者递过去的充

电宝，连忙感谢：“救了我的

命啊。”采访结束，急着赶去

开会的他，又把外套落在了

椅子上。

“你一直都是这么忙吗？”记

者问道。“这两天还好了，前几天更忙，已

经连续几天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收工，要

做 PPT，要改方案，要做汇报，都是自己

弄。”

应聘为农村职业经理人之后，唐文铭

成为了小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这是一个小古城村的全资子公司，虽

然是总经理，但是唐文铭下面只有三个固

定员工。大到去镇里开会、跟村委沟通、

与客户谈生意，小到写方案、做PPT，总经

理唐文铭一肩挑。

唐文铭作为农村职业经理人，自己的

收入也与带给村里的营收直接挂钩。去

年，唐文铭除了基础工资，拿到了 4 万元

的绩效奖金，而殷书记表示，只要能带动

村里的旅游经济发展，每年拿到三四十万

奖金也是可以的。

这份全新的职业有着不小的稀缺

性。去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不仅让人们对

健康越来越重视，无法长途出行也催生了

周边短途游、乡村游的火爆，人们向往能

够来到小古城村这样的世外桃源，骑行跑

步露营呼吸新鲜空气。而就像殷书记所

言，乡村旅游发展这样专业的事需要专业

的人来做。

唐文铭在小古城村画出了一幅热热

闹闹的乡村美好生活图景，这幅图景里，

城里人和村里人一起共享这片土地，共享

健康生活方式。

但图景的画轴如何无限延展？唐文

铭也有自己的期待：“我是一个 80 后，我

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90 后甚至 00 后

也能回到乡村，一起来把美好乡村生活分

享给更多的人，让乡村红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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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茶山溪流都变成产品
这里有城里稀缺的健康生活方式

彩虹滑道抓住了眼球，吸引了人流，唐文铭

走好了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呈现生活。

小古城村的农户并不集中，别墅式的农家小

院散落地点缀在茶山田园之间，午后的阳光慵懒

惬意，两位86岁的老人在池塘边的柳树下坐着聊

天，在不远的镇上做厨师的大叔正准备开车去上

班，经营农家乐的一家人在院子里打着扑克⋯⋯

这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也是唐文铭想要分

享的一种美好乡村生活方式，但抽象的概念无法

出售，于是唐文铭就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将小

古城村的一花一草都产品化，推向市场。

彩虹滑道下面有一个广告牌，上面贴着“小小

笋农”的活动宣传——做一天笋农，体验在青山绿

水间挖笋；类似的产品还有“一日茶农”——体验

摘茶炒茶最后拿走一罐有着自己名字的径山茶；

“青团特工队”——跟着农民学做青团。

这都是小古城村村民原本的日常生活，但也

是在城市里消失许久的旧时光。村民们没

想到自己枯燥的农耕生活还能让人掏

钱，城里人也能暂时忘却遍地的六便

士而抬头看看月亮。刚刚过去的清

明节假期，“一日茶农”产品正式上

线，小古城村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300 多组家庭参与了茶农体验。更

重要的，是这种体验类产品让游客

停留时间较之前不到 1 小时增加到了

2.5小时左右。

春健行、夏嬉水、秋逐风、冬迎禧。这是唐

文铭为小古城村设计的四季主题产品，听起来就像

一首美好的四季歌。“春天在茶山上采茶踏青，夏天

在苕溪边嬉水露营，秋天在全长5公里的环村绿道

上骑行逐风，冬天在乡村里感受新春之禧。”

大宝是浙普大队（浙江普拉多车友会）的一

员，记者在苕溪边看到了他和同伴刚刚结束午餐，

两辆普拉多撑起了帐篷，小桌子上放着炊具、食

物、茶⋯⋯两人都是露营的老手了，经常开着车到

处跑，“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环境不错，吃完

饭坐一会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离他们不远处，

几位女生也支着帐篷和小桌在烧烤。而这里在开

辟为露营营地之前，只是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地。

唐文铭也越来越大胆，脑子里不断涌出新的想

法。“这边的空地我们正在筹建一个房车营地，那

里的水域准备引进合作伙伴把桨板、皮划

艇、帆船等水上项目弄起来⋯⋯”

小古城村党委副书记殷伟民兼任

着小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直言，房车、帆船、彩虹滑道，这些

脑洞大开的项目他们村以前想都不

敢想，“这些项目可以直接带来更多的

白领客群、高端人群，带来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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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回到农村

他把茶山竹林溪流农耕文化都做成健康产品

他在小古城村
分享乡村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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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产品，最终都要

算经济效益。美丽环境转化为美

丽经济，经济二字是关键。

其实，作为全国基层民主党建

工作模范村，小古城村最为外人熟知

的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基层民

主协商机制，这是村子的一个“法宝”，每

年都会吸引不少基层党

政 团 队 来 参 观 取

经。

钱 三 组 ，

是 小 古 城 村

的一个村组，

一 栋 栋 别 墅

沿 坡 而 立 ，低

矮 的 围 墙 有 别

于 普 通 村 落 里 的

高 墙 大 院 ，把 家 家 户

户的庭院也都展示给外人，庭院里是精

心修剪的绿植、金鱼游弋的池塘和简易

的健身器材。

这里不仅是美丽乡村的一个示范

点，降围墙还是一个民主协商的典范。

殷书记回忆道，当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

同意把围墙降低，觉得会暴露隐私，也不

太安全。村干部不断与村民协商，才有

了这个让外人啧啧称赞的“欧式小镇”。

在唐文铭来之前，这样的团队考察

都是免费的，负责接待的也都是村干部，

工作一忙便分身乏术。出于做旅游行业

的敏感性，唐文铭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来到小古城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将

接待考察产品化，定制路线，配备专职讲

解员，每个团队收费 700 元。唐文铭的

一个动作在不到半年里就给村里带来了

近 40 万元的收入。

“团队来这边之后，基本上都是推荐

在这里用餐，同时也发动老百姓去做餐

饮配套，像樟树下农园就是去年开张

的。”

而在旅游方面，客流量也逐年增加，

从以往每年的四五十万增加到一百多

万，这直接催生了村子里的民食民宿，带

动了村民们自产农产品的销售。

茶叶、笋干、番薯片，都会摆在古城

E 铺里，这个铺子没有售货员，经过的

游客看到产品心动了，拿出手机扫码付

款就可以。

民食民宿农产品销售，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