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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浙江省中部、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上
游流域的上山遗址，被认为是世界稻作文化
的源头。考古成果证明，约一万年前生活在此
的先民已经开始建立村落，种植水稻并加工
食用。
　　在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的 2021
年，在曾经诞生了最早“庄稼人”的地方，浙江
被列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且正在见证全面
推进的乡村振兴。
　　如今的浙江乡村，不止有依靠农业生产
的“庄稼人”。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创业创新
等催生了更多乡村振兴“新角色”。

“我在乡村当经理”

　　 50 岁的杭州市淳安县人黄立法，现在
有了一个新身份——— 农业经理人。
　　去年夏天，大下姜振兴发展有限公司公
开招聘总经理。该公司由下姜村及周边其他
二十几个村集体入股成立，旨在打造“大下
姜”这一“乡村振兴联合体”。黄立法击败了其
他 30 多名竞争者应聘成功，签下两年合同。
　　目前，黄立法主要负责组织收集、加工、
包装“大下姜”范围内村民的特产，并以统一
品牌在线上线下推广销售，公司也负责整合
域内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推介。他曾在旅游行
业和啤酒公司都有过多年营销经验，恰好胜
任这一职务。
　　“与之前在啤酒公司相比，现在的工作收
入谈不上高。”黄立法说，“但是我生长在这里
的乡村，有一种故乡情结，希望能为家乡多做
贡献。”
　　根据 2019 年人社部的定义，农业经理
人是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从事农业生产组
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加工与销售等
管理服务的人员。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了“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支持农民合作社聘请农业经理人”。
　　黄立法觉得，虽然被称为“经理人”，但对
这一岗位来说，责任比利益更重要。“现在我

最大的责任是帮助村民用农产品变现挣钱。”黄立法说，“我希望
起到桥梁的作用，让村民最大地获益。”
　　去年下半年公司实现了 40 万元的利润，一半拿出来给各
个村分了红。今年县里给黄立法定下了全年营收 1000 万元、利
润 120 万元的任务。
　　“工作压力很大，我不想辜负乡亲们的期望。”黄立法说，“但
是动力也很足，因为国家十分重视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前景光
明。”

“我在乡村教创业”

　　在嘉兴市凤桥镇联丰村，村农产品交易展示中心中有一间
工作室属于凤桥青年创业者协会。每周总有一两次，来自凤桥各
村的会员们会在这里交流创业心得，进行头脑风暴。
　　 44 岁的会长俞红平有着 20 余年创业经验，目前在经营一
家智能家居领域的公司。初创于 2012 年的协会现有 300 多名
会员，约九成是凤桥各村青年，约三分之一是农业领域的创业
者，也有一部分做乡村旅游等服务业。
　　“年轻人创业往往激情很足，但是缺少方向性和经验。协会
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俞红平介绍，与城市中的创业
青年相比，农村创业者受限于文化水平等因素，更需要指导和
交流。
　　 2019 年，协会帮助创业者申请了 3500 多万元的创业贷
款。通过协会搭建的电商平台，当地特色的水蜜桃等农产品得以
销往全国各地。协会还经常组织迷你马拉松等活动，吸引更多游
客来凤桥旅游。
　　“十几年前部分创业者有了钱之后，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财
富。现在协会经常组织会员进行素质培训、体育锻炼等活动，让
创业者更好地利用业余时间，改变了很多人的精神面貌。”俞红
平说。
　　现在协会收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入会申请，俞红平打算今年
招聘一名专职的秘书长来打理日益繁杂的事务。
　　今年是建党百年，嘉兴的红船和南湖革命纪念馆是红色旅
游的人气目的地。俞红平认为这也为凤桥提供了机遇，协会计划
对当地的农副产品和乡村旅游资源做进一步的整合推广。

“我回乡村当支书”

　　五年前，姜丽娟还在杭州一家设计公司工作，帮助顾客设计
室内装修。如今，姜丽娟每天要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家乡下姜村的
发展。
　　从一名城市白领到下姜村党总支书记，这样的改变开始于
2016 年母亲打来的一通电话。电话里母亲说村里正在推进乡村
旅游，家里正在考虑开一家民宿。
　　姜丽娟也发现了村里这几年的变化。原来的下姜村地处山
区、交通不便，村民经济收入依靠养蚕、种茶，生活水平不高，家
家户户养猪也污染了环境。随着新公路开通和乡村环境整治，越
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来到下姜村。
　　 2016 年冬天，姜丽娟离开了生活 8 年的杭州，回到下姜将
自家的房子改建成村里第一家精品民宿。“既能有自己的一份事
业，又能照顾父母。”她说。
　　在自己参与设计装修的民宿内，姜丽娟经常和外地来的房
客分享下姜村发展的故事。这样的精品民宿很快成了“抢手货”，
在旅游旺季客房基本每天都会被订满。
　　作为返乡创业成功的代表，姜丽娟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更
大的责任。2016 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8 年成为党员，
2020 年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 32 岁的姜丽娟每天早晨 6 点钟起床，常常工作到晚
上 10 点，几乎没有周末。她还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活动，介绍
下姜村的发展和自己返乡创业的故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下姜年轻人回到家乡。如今村里开了
30 多家民宿，2020 年全村接待游客 7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4000 多万元。也有杭州毕业的大学生，在姜丽娟的鼓励下回
到下姜担任村委委员。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现在幸福感很高。”姜丽娟说。“我在家
门口创业实现了梦想，现在我又有更大的梦想。”
        （记者李忠发、孟娜、张博文、马剑、殷晓圣）
                    新华社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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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袁小梅与父亲在检查蜂箱里蜜蜂的生长情况。下图：袁小梅通过网络平台在直播推介她的土蜂
蜜。右图：袁小梅在检查蜂箱时不慎被蜜蜂蛰伤鼻子（均为 4 月 28 日摄）。    

  暮春时节，在乌蒙深处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水东镇怕那村，
“90 后”养蜂人袁小梅在群蜂飞舞的山野里整理蜂箱。
  在袁小梅小时候，蜂蜜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在她心中一
直有个愿望，就是让乡亲们都能吃得起原生态的蜂蜜。
  2019 年，曾在福建经营美容院、服装店的袁小梅看到家乡青
山绿水、百花常开的生态环境，毅然回到家乡创办了纳雍县小龙女
土蜜蜂养殖基地，并把养蜂技术无偿地分享给乡亲们。
  在学习养蜂的过程中，袁小梅被蜜蜂蛰过多次，也曾遭遇许多困难
和质疑。但她凭着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借助电商平台，让土蜂蜜远
销国内外市场，带动周边村寨发展蜜蜂养殖 600 多箱，年产值近百万元。
  面对家乡的绿水青山，袁小梅还有很多计划。因为目前蜂蜜产量
跟不上销量，她要把蜜蜂养殖产业发展壮大，培养和带动更多的乡亲
们参与到这项“甜蜜事业”中来，一起增收致富。“要将家乡这连绵的绿
水青山转为村民的‘绿色银行’，这是我心里的甜蜜梦想。”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影报道

乌蒙深处，青春在“蜂”中飞扬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齐菲、董嘉辰）“这
几天的生意太好了，许多游客说下次假期
还要来看看我们原汁原味的客家古村落。”
培田民宿吴家大院负责人吴晓明说。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的培
田古村落始建于南宋，明清时期曾繁盛一
时，是中国现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客家
古民居建筑群。在这里，有着 140 多年历
史的吴家大院只能算民居里的“小辈”。
　　今年 33 岁的吴晓明是培田吴姓第 24
代。小时候，村里的古旧小巷和传统老宅就
是他和小伙伴们天然的游乐场。变化始于
2000 年，连城县着手对培田进行保护性开
发，此后一批古建筑陆续被改造为研学基
地、主题陈列馆和特色民宿等，包括吴家大
院在内的古老民居渐渐开始了新故事。
　　“2017 年底我们组织台青冬季旅游，
培田古村落是其中一站。初到时，这里给了
我们很大震撼，因为在台湾看不到这么大

面积、保存这么好的古村落。”来自台湾新
北的厦门北站台湾青年双创基地创始人刘
柏萱回想起自己和培田的初遇，依旧充满
惊喜。
　　彼时，吴家大院可口的饭菜和庭院中
一株安静绽放的梅树给他和台青们留下深
刻印象。后来，当刘柏萱需要为乡村研学创
作工作营寻找目的地时，客家氛围浓厚的
培田古村落和吴家大院立刻成为首选。
　　 2019 年 8 月，他带着约 50 名两岸大
学生专程回到培田，深度体验。5 天时间，
学生们徜徉在鹅卵石铺就的古老街巷，流
连在一处处精美的牌坊、民居、戏台，希望
为当地研学教育、文旅文创发展提出自己
的建议。
　　“我们让学生们自己设计研学路线和
课程，并帮助培田构思视觉设计方案。去年
吴家大院的整修改造也吸纳了我们提出的
想法。”刘柏萱说，培田的客家古建筑、客家

民俗和耕读传家的文化，其中有很多内
容都值得挖掘。
　　 30 余幢高堂华屋、21 座宗祠、6 个
书院、2 座牌坊和 1 条千米古街……建
筑，有时不仅是一个具象的物，其背后更
承载着一地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人情。
　　中国早在 2012 年就已印发《关于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
见》，强调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
经过 5 次全国性调查，目前共有 6799
个古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古村落只是物质载体，文化才是民
族的精气神。”出生于 1944 年的吴美熙
老人被称为培田客家文化的活化石，他
于 2001 年发起成立培田古村落保护与
开发研究会，系统收集历史材料，为当地
保护更新出谋划策。他认为，没有更新就
谈不上保护，要让古村落的建筑与文化
在保护中古为今用，得以发扬，这才是最

终目的。
　　清明春耕祭神农，元宵户户舞龙灯。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保护发展，培田古村
落在留住乡愁的同时吸引了不少旅客前
来游览。连城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2019 年培田古村落共接
待旅客近 3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700 万元。
　　从事两岸青年交流多年，刘柏萱认
为培田古村落从自然到人文，都有着难
以被复制的独特优势。台湾有众多客家
人，两岸同根同源，培田古村落是绝佳的
台湾青年研学基地。
　　“下一步，我们计划与当地合作设立
两岸客家文化馆，吸引更多台湾青少年
来培田研学交流，感知崇文重教，体验耕
读传家的客家文化；同时将邀请两岸研
学、教育业者及文旅人才，为打造‘培田
两岸研学村’出一份力。”刘柏萱说。

从“品乡愁”到“研学游”：福建客家古村落因“文”而兴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姚友明）游客程尚
志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旅游时，对所住的
杨家岭石窑宾馆印象深刻：“窑洞的外形很
有特点，而且里面设施很齐全，能洗热水澡
还能上网。这种特殊的住宿体验，让我觉得
不虚此行。”
　　不仅是现在的游客，早在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 1936 年第一次来到延安时，就
对这种依山而建的房屋有过关注。
　　“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
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
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
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
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斯诺在

《西行漫记》中说。
　　 1935 年的一个晚上，饥饿且疲惫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毛泽
东就曾在张湾子村村民张瑞生家里的窑洞
住过一晚。

　　“毛主席他们好像是晚上 7 点到 8 点
的时候到的我家，当时家里人给毛主席准
备了羊肉臊子剁荞面，主席还夸了我父亲，
说他做饭做得好。”张瑞生说。
　　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住了
快一辈子窑洞的徐俊富对窑洞的变迁感受
颇深。
　　“以前有些土窑洞，第一个不安全嘛，
要塌方的话人都没了。现在石窑洞安全而
且结实，像我这个窑洞，它再挺个三百年绝
对没问题。”他说。
　　土窑洞曾经被认为是贫穷的象征，不
过延安在 2019 年就向世人宣告，这块中
国革命圣地已经告别了贫困。
　　窑洞，这种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
目前仍遍布黄土高原。窑洞独特的建筑结
构，使其具有良好的隔温隔热作用，即使是
在超过 30 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下，在窑洞
里也能感到凉爽。在冰冷的冬夜，窑洞里的

灶台就派上用场了，做饭时，灶台里的热
量会传到炕上，使得屋里也变得舒适、
温暖。
　　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红军大
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可能是这个世界
上 唯 一 一 家 建 在 防 空 窑 洞 里 的 高 等
学府。
　　如今的延安大学，仍然能看到窑洞。
据介绍，延安大学这 240 多孔窑洞，建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那个窑洞群中，
曾经走出过路遥这样的文学巨匠。
　　“窑洞某种意义上说，孕育了陕北人
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冯庄乡党委副书
记白喜军说。
　　 2018 年起，冯庄乡康坪村将闲置
的窑洞改造成了民宿。新改造的窑洞民
宿既保留了传统的火炕、土灶台，也安装
了无线上网、有线电视等现代设施。村民
们把窑洞流转给合作社，每月每孔窑洞

能收到 200 元的流转费用，按照一个院
子有 4 孔窑洞计算，每户村民每年光流
转窑洞的收入就能达到近万元。
　　此外，有的户主在旅游公司上班，负
责打理自己的院子，每月还能再增加一
份打工收入。
　　徐俊富虽然没有参与流转，但他在
家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一年下来也能
赚到几万元。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在
当地政府的带领下，去年康坪村村民的
人均年收入超过 1.7 万元，高于 2019 年
的水平。
　　“我们一方面保证窑洞流转费用不
降，保运转、保就业，同时帮助村民销售
果蔬，通过多种渠道稳定收入。”白喜军
指着康坪村蔚为壮观的窑洞群说：“今年
的旅游收入肯定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从“贫穷洞”到“致富窑”：黄土高原老窑洞因“游”而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