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浙

江省数理医学学会中医药智能诊疗专

委会第二届学术大会暨国家级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衰老相关疾病的中医

药 智 能 诊 疗 ”学 习 班 在 杭 州 隆 重 召

开。本届大会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

的大力支持，百余名从事智能化诊疗

相关的临床、科研人员参加会议。

7 月 30 日晚召开了浙江省数理

医学学会中医药智能诊疗专委会成

立 大 会 暨 第 一 届 第 二 次 委 员 会 议 。

专委会广纳省内外人才，本次专委会

选举产生了 54 位委员、11 位常务委

员。医学博士、浙江医院中医内科主

任杨敏春担任主任委员，浙江省中医

院常务副院长张烁任候任主任委员，

辛均益、张爱琴、李凯、嵇冰等任副主

任委员。

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中医药智能诊疗专委会
第二届学术大会在杭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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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说起陈青松，在浦江当地，是个名

副其实的“网红”名人，上过各大媒体

头条，朋友圈里，来自央媒、省媒的记

者好友，好几个屏幕还显示不完。

他的过去，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

从城市回归乡村，打造首个文创走入

乡村项目——“廿玖间里”，引进当地

传统手工艺人，一波操作，带火了曾经

走向落寞的山村。

这样的模式能否复制？乡村发展

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个“80 后”经

过6年实践，有了更具体的想法。

于是，作为廿玖间里创始人、浦江

青年创业者协会会长，陈青松的新动

作是培育接地气的“乡村运营官”，在

全国推广他构思已久的“千村计划”。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陈青松：男，“80 后”，廿玖间里创

始人、浦江青年创业者协会会长。

在2015年之前，陈青松和很多浦江人一样，从

事水晶外贸生意。为什么从外贸商变成村里人？

其实做生意和经营乡村一样，都需要有敏锐的嗅

觉。正好，做了10多年水晶生意的陈青松有。

“2010 年，汉服、农家乐，一些本土、乡村的元

素开始兴起，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策、文件都

可以看出，发展乡村是大势所趋。”

让文创走进乡村的想法，陈青松之前就有，所

以转型说干就干。

“浦江是书画之乡，从事相关行业的人才很多，

也有底蕴，是可以在当地进行推广的。”最终，陈青

松把地址选在了浦江虞宅新光村，但他刚来村里

时，这里只有28个留守老人。那时的新光村，和很

多凋零的古村一样，日渐沉寂。

陈青松为什么会看上这里？除了周围秀美的

风光和淳朴的民风外，还因为村里有一处建于乾隆

年间、超过 260 年历史的“灵岩古庄园”，好似江南

的“乔家大院”，诉说着新光村曾经的风光。

在这里，陈青松创办了首个乡村旅游创客基地，

取名“廿玖间里”，也是因为庄园里有29间古宅。

有了场地后，陈青松一家家跑，一个个谈，邀请浦

江当地一些擅长传统手工艺的人才入驻。本土、非遗、

原创、手作⋯⋯这是40多位入驻创客最显著的标签。

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也让村庄渐渐有了人气。

曾经离开的村民也逐渐回归。如今的新光村，已有

200多位村民常住。

短短 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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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等荣誉称号，也为新光村带来了每年 120 万人

次的流量，村里的旅游年收入达到1600万元。

一个曾只有28位留守老人的村庄
如今迎来200多人的回归

从2015年12月廿玖间里正式开业以来，陈青

松和他的创客们，在新光村尝试了多种可能性。

他们推出“掌柜值班制”，靠着信任文化，统一

标价，顾客自主下单，比天猫的“无人超市”还要早

半年；这里主打特色乡村音乐，每天都有歌手、乐队

驻场，让村庄有了满满的文艺气息；这里每年还要

推出各种活动不下百场，吸引着一拨又一拨游客。

这几年，廿玖间里经营得怎么样？流传着的很

多故事最有说服力：有三个年轻人合作经营一间木

雕手作工作室，第一年每人分到了 30 万元；“00

后”创客张樱子，家族经营木雕生意，她在这里开的

一家店铺，一天能在游客中加上20多位好友，打开

了家族网络销售市场，一位上海客人回家后，带动

亲朋好友，在微信里下了几万元的订单⋯⋯

赚钱的，不止创客，还带动了周边农户。

凡是入驻廿玖间里的创客，陈青松对销售的产

品有严格要求。“不能卖农户能卖的东西”，比如矿

泉水、土特产，所以旁边农户经营的小吃摊、农家

乐，一年赚下二三十万元也是常事。“每年廿玖间里

还要给村里上交30万元的停车费。”

但赚钱，并不是陈青松最得意的事。“村庄价值

这些年也在提升，比如原本一栋房只能卖五到十万

元，现在可以卖到五六十万元，这也是为村庄带来

了无形资产。”

不过更多的实践让陈青松意识到，乡村振兴与

发展，核心正是需要一位靠谱的领头人。

2020 年 10 月 25 日，陈青松联合浦江县人社

局推出乡村人才振兴计划，开设“乡村运营官”培训

班。报名的学员，没有地域、行业、岗位限制；5 天

的课程，除了课堂内的专题授课外，还会来到廿玖

间里，进行实操课程培训。细致到一场咖啡店的活

动，如何执行、布置⋯⋯

对于未来，陈青松又有了新规划：出一本关于

乡村运营指导性的书，参与制定一套关于乡村运营

的标准，推广他的“千村计划”，打造廿玖间里独特

的乡村运营品牌，在全国乡村复制推广。

村里每年推出的活动不下百场
成功吸引一拨又一拨游客

这里曾只剩28个老人留守，如今却有众多创客聚集

每年活动百场，吸引游客上百万

脚下接地气 脑中有想法
“乡村运营官”带火古村落

陈青松讲课

陈青松与创客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