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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智慧

! ! ! !云和梯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境
内，有“最美梯田”之称，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在
海拔 !"#"米的云海之间，一幢黑白色为基调、
外形极具现代化的房子成为翠绿梯田里最别
致的点缀。这间由德国归来的建筑师田景海设
计建造的民宿，从 $"!%年营业至今，已接待了
!万余人次的游客，带动当地民宿产业的兴
起。作为这里的“外来乡贤”，田景海亲切地称
呼自己为“新丽水人”。
出生于上海的田景海，曾在江苏老家的乡

村度过一段童年。$"!&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已成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他携母亲来到
云和梯田游玩，这里云海山雾缭绕，既静谧又
祥和，母子俩被眼前的景象打动。同样，遍布各

处夯土为墙的破败老宅，也映入他的眼帘。“看
到老家的村庄不断消亡，我十分痛心”，田景海
告诉记者，他决定在这里盖一栋房子，让母亲
每天都能呼吸山间的空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他从村民手里租下 $亩宅基地，带领来自
四个国家的设计师，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建
造起这间中西风格兼具的现代化民宿，并命名
为“在田间”。

$"!%年，“在田间”大功告成，占地 !"""

平方米，有 !#个房间。孩子们在木艺工坊里嬉
戏玩耍，大人们在庭院草坪上修身养性，“在田
间”正是为忙碌又奔波的人们提供一个拥抱自
然和返璞归真的好去处。开业不久后，它成为
全球首家通过美国 '())健康建筑铂金标准

预认证的民宿，并荣获 $"!*年“必睡民宿”新
秀奖。
“在田间”营业后，大批投资项目接踵而

至，矗立在乡村的破败老宅不断被租赁出去，
翻修成农家乐或民宿，支撑当地旅游业发展。
“作为新的丽水人，非常荣幸作为外来乡贤加
入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田景海认为，“民宿
产业的兴起吸引更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家
就业，无数家庭也得以团圆”。目前，田景海正
在接洽更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希望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诸如此类的项目。“在丽水市建造第二
家民宿，是近期的目标。但乡下合格的管家阿
姨很难找，我正试图解决。”田景海告诉记者。

实习生 冯琪 本报记者 易蓉

! ! ! !村民是乡村生命的血脉，“农二代”是否愿意
留在乡村，在乡村找到适合的角色，与乡村的发展
共生？浦东新场镇新南村的张勤美选择了回归。感
受到乡村环境和经济的美好转变，这个 *"后姑娘
放弃了会计工作，在大棚里找到了令自己热血沸
腾的新事业，成为了一名新型农民。
小张是新南村的媳妇，和许多“农二代”一样，

帮着父母偶尔打理家里的一亩三分田没什么问
题，但“考文凭学专业找个工作好就业”是农村青
年的普遍职业路径。结婚后，张勤美在附近镇上当
会计，可对这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一直提不起
兴趣。
近几年，新南村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住

房统一规划，村民住进舒适现代的新房；村子里的
道路联宅到户，河道也经过治理水清景明；而且，

村里探索新形势下农业发展模式，村土地流转率
达 *&+，积极发展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收入也提高了。这些变化，小张看在眼里。
十年前，御郊合作社与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

农业科研合作关系，成立了教授工作站，研发及创
新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并成为学生农耕体验及农
业知识科普基地；南德农庄以观光、垂钓等特色，
让游客感受乡土风情。在三大合作社共同的引领
下，在全村推广有机种植，使农民增收，同时帮助
老百姓解决了农产品销售的问题。
村里的合作社迎来了大发展，上海交通大学

为葡萄种植户送来了先进的种植、管理农业技术，
但新技术真正在地头田间落实急需知识青年的加
入。由此，张勤美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御郊农庄。
从会计转型成新型农民，张勤美求知若渴，教

授下乡她跟着学，翻书本查资料，各种农业培训她
都积极参加，从理论到实践慢慢摸索，终于慢慢掌
握了葡萄种植的精准管理和全程绿色防控等技
术，成为“持证上岗”的新型农民，也成为御郊农庄
的“大管家”。“现代农业是科技育农，生产、管理、
销售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很高。我们还正在尝试智
慧农业的探索，更要求更新知识。”她说。
新技术使葡萄的产值翻番，“御郊”葡萄也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和标签，自去年实现批量生产后，
不断有买家主动上门批购。重回乡村，张勤美找回
热情，她干得披星戴月却乐此不疲。“可能从小在
农村长大，在地里干活虽然辛苦，但轻松自在。而
且看着葡萄从种子到小苗慢慢长大，最后能结出
甜美的果子受到大家喜爱，这感觉特别好！”

本报记者 易蓉

漂洋过海
来打造!世外桃源"

!"后选择回归当新农民 带动农家乐 撑起当地旅游业

建设美丽乡村

振兴先要!读懂"乡村
拥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沙铺村，是

浙江丽水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之一。村落格局鲜
明，历史建筑、乡土建筑、文物古迹集中连片分布，
形成较为完整的建筑群，村子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但是，村里的常住人口只剩下 ,#人，基本都
是七旬以上的老人，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建筑衰败，
村民衰老，村子距离城市半径较远，如何寻回活力？

今年，由上海交通大学领衔发起了“$"!*拯救
传统村落”实践项目，集结国内外建筑学、景观设
计、社会学、文创产业管理等多个专业的师生走进
乡村，针对沙铺村进行复兴和保护的方案设计。团
队在云和县举办了 #场传统村落保护研讨会，走访
了 !#"多幢民居，详细测绘了村落中有代表性的 %

座建筑，走进 -%户贫困家庭进行采访、调查，深度
采访了 !.位村民，发现医疗资源匮乏、历史建筑破
败、产业单一是村子的困境，而这些“生存”问题不
解决，难以谈发展。
许多村落还处于困境，一些村子已有收获。十

年前，上海理工大学环境设计系教授王勇参与四川
战旗村的规划，团队提出了“建设集中居住院落”的
方案，为村民打造有干净的自来水、先进排污等公
共设施的“小别墅”，尊重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设计

令每家每户拥有自己的院落空间耕耘或社交，
二层的格局满足居住需求又改善居住体验。农
民住得满意，土地也流转出来形成规模，为产
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对战旗村周围 .个村
落调研时发现，当地村民一半以上希望在本村
养老。“不离土，不离乡”是村民们的愿望，而战
旗村的振兴也为他们的乡土情结提供了保障。

振兴没有统一模式
多元因素如同交织缠绕的藤蔓，制约着乡

村的发展，破题之前应先“读题”。王勇教授 !"

年前就开始为乡村设计规划，他认为乡村问题
错综复杂，要看准乡村的资源价值分类振兴，
分层次梳理，谨慎掌握开发力度。而且乡村问
题亦有人口问题，“农后代”不愿再做父母的
事，但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又将如何归
属？因此，他认为“乡村设计师”要有理解农民
和乡村祖辈的情怀，才不会做出破坏脆弱乡村
生态的方案，且如果乡村设计能够对村民精神
文化实现教育提升的推进，才是更好的方案。

振兴没有统一模式，这是研究者们的共
识。乡村需要依据各地的具体环境、条件选择
“适合自己”的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副主任崔丽丽举例说，如同“淘宝村”为乡
村振兴带来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但若照搬照
抄，过时不说，竞争也更为激烈，因此针对已有
的成功样板梳理关键要素作为参考，对标“样
板”再创新调整。她建议或许可以通过创新创
业类比赛广泛征集充满创意的青年的智慧，“时
代对于大家都是平等的，不管乡村还是城市都
必须面临不断调整、更新的过程以适应越来越
快的变化。农后代要打开眼界，一旦打开思路再

凭着一腔热爱家乡的热情一定能让这些年轻人们
迸发出很大的能量。”

乡村渴求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光靠政府支持或者大企业家带动等

“外来援助”作用有限，而乡村的内生发展动能不
足，特别是一些深度贫困地区更加难以自立更生。
如何处理好外来援助与内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
环境平衡的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难题。“乡村的教
育、医疗等短板可以由政府等扶持，但村落原生态
的空间、业态和村民的生活方式，不应以外界强硬
介入的方式来改变。”曹永康尤其关注乡村“自我修
复”的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何来？曹永康提到了“乡贤”。他们是

真正“向内看”的，关注村民感受和利益。王勇教授
也提到，民国时期，一批知识分子 *年留在乡村，通
过教育为乡村注入了活力。那么，如何让知识阶层
的新著民能够“进得去”“留得下”“做点事”？王勇觉
得，这些也应该是乡村振兴时应该考量的问题。这
种“乡贤”也是上海财大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
任刘志阳教授眼中的“社会创业家”———当前乡村
中的带头人、能人或乡贤、返乡者、外部的企业家或
专业人士四类主体都可以成为我国乡村社会创业
者。他认为这一群体应注重培育，同时增加政策扶
持，鼓励多种创新模式，比如支持和鼓励新型乡村
合作社、农村电商等新模式，鼓励和推动大型企业、
机构深入乡村开展混合型社会创业等，才能真正为
乡村“赋能”。

社会创业是新手段
“以社会价值为优先目标，兼具市场化运营能力

的新型创业形式，社会创业能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新型有效手段。”刘教授说，“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信息系统等都与城
市有很大的差距。每个人都渴望美好生活，农民
也希望得到公平公正均等的社会服务和环境服
务，这恰恰是机会。”刘志阳教授解释，农村人民
的需求以往因“利薄”而被忽略，但这些需求非常
庞大，只要找到好的方式，量可以弥补价差，将形
成很大的社会市场。这其中需要“有耐心”的资本
和社会企业家来推动。对创业者来说，这种社会
市场的机会将远大于一般商业机会。
通过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社会创业者

亦将“赋能”村民，帮助他们发现乡村价值，实现
价值，并共创和共享价值。刘志阳教授经过调研
发现，身边已经出现一些年轻的社会创业者正
在乡村实践，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咖啡绿洲植项
目将咖啡残渣回收养殖蘑菇的创业带进乡村，
复旦大学乡村笔记项目将城里孩子的乡土
教育和支教结合为农村的教育和关注提供
解决方案。“这样的项目值得大力扶持，还能
帮助老百姓赚钱，大家的生存解决之后，会
有更多人开始从事‘善经济’。”刘志
阳教授觉得，教育、医疗、农村改造、
环境保护等领域都可有大作为。

面对历史还应慎重
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实现乡村振

兴的“三步走时间表”，到 $"$"年，乡
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
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 $"." 年，乡

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将
是持久过程，而发展的过程有时候需要“踩刹车”。几年前鸣
山村面临新的规划开发，这个有山有水有古村落的地方其
实临近城市。有一片古街区因城市的亲水步道建设险些被
拆除。王勇教授及时喊停，与当地政府多次沟通、解释，古街
是旧时船埠慢慢演变而来，与古村是一个整体，不应破坏乡
村的历史演变的自然痕迹。如今这片古街也成为吸引新住
民的地标，引入非遗文化入驻。
尤其针对传统村落等带有珍贵文明痕迹的村子，上海

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亦多
次提到了“慎重”，“时代的前进是不可逆的，而基于对于历
史的尊重，有时候难以明确是否是最好的方案，那么至少应
该更慎重。”
乡村振兴长路，需要更多有识、有情怀的人加入乡村，

需要以更科学长远的目光和持久的耐心恒心来静待美丽
耕耘。 本报记者 易蓉

今年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发布，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任务。年中，中共中央、国
务院又印发了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五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性的
“行动指南”。

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目
光聚焦到乡村，乡村的未来充满机
遇。振兴之路上，已有摸索向前的
先行者，他们带着情怀和知识耕
耘在乡村土地，或许这些“新
乡贤”将成为美丽乡村的智
慧开拓者。

! 裸心集团创始人 高天成

! 裸心谷树顶别墅!!!实践点状用地"依山

而建"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新乡贤

! ! ! !农家乐、“洋家乐”和各种民宿、度假村
分布在莫干山的绿水青山之间，形成产业，
接纳着各方游客。经营者之中，最知名的要
数生态度假村“裸心谷”和“裸心堡”的创始
人高天成。这位来自南非的创业家 !$年前
成为了莫干山的“洋乡贤”，而这里也成为了
他的第二故乡。

高天成从小在乡村长大，来到中国创
业，在城市中打拼，心底里对大自然的天然
渴慕越发强烈。亲近自然，到乡村旅游成为
“解压药”。$""%年，高天成和建筑师太太叶
凯欣偶然来到莫干山，他们被美景吸引，租
下废弃农舍，开始打造心中的“世外桃源”。

叶凯欣来自香港，从哈佛大学建筑系毕
业，在莫干山安的这个“小家”对她来说绝不
是为了在村子里建造大理石、水晶灯的富丽
堂皇。“自然”，能够让心灵返璞归真，同时又
能保障高品质生活才是目标。彼时，民宿和
乡村旅游产业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他们
很清楚，被消费者接纳的前提，是被乡村接
纳。而接纳意味着对自然、对乡村的尊重。
“可持续发展”被放在首位。设计布局顺

应原有自然景观，例如“点状”用地的建造，
把对原始环境的干扰降至最低。建造过程中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保留利用当地
石材、竹子等特色元素，采纳传统夯土建造

工艺，招募村民一同建造。在运营中，又不断
引入高科技的环保技术和理念，例如结合太
阳能板储存夏季热能节约能耗的地源热汞
系统，建造展现环保理念的裸心博物馆，策
划一系列亲和大自然的环保活动等。

最初的“裸心乡”民宿从一栋房子的改
造开始，渐渐发展成具有规模的“裸心谷”度
假村，而后，“裸心帆”“裸心堡”项目相继问
世，越来越多城市人愿意花费不菲来这里获
得身心休憩。裸心项目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休
闲产业，激活经济，解决就业。如今，莫干山
的裸心度假村 %"+以上的员工来自当地村
庄和周边城市。
“十二年来，秀美的山脉、茂密的竹林、

洁净的空气，莫干山的秀美和静谧平和始终
如一。我们能够参与当地生态环境以及绿色
经济发展，成为‘洋乡贤’，非常荣幸。”高天
成说裸心的理念契合国家“建设美丽乡村”
的战略，振兴乡村经济、改善村民生活也是
他的目标。“今天莫干山的农民能为自己的
绿水青山为傲，这种改变非常令人高兴。我
对莫干山未来的发展非常期待。”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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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后代"的故事 外来者的坚持

洋乡贤的热情

! 田景海要在云海田间为妈妈建一栋养老屋
! 农二代张勤美回归乡村成为葡萄种植能手

! 中意大学生实

地走访中国农村

本报记者 易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