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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振兴乡村，发端于宁海县
葛家村，如星星之火遍布四明大
地，是宁波在全国率先探索乡村精
神共富的一次创新实践。东钱湖城
杨村，便是得益于此，顺利“出圈”。

同一条亭溪穿村而过，同样有
山清水秀的风景，游客直奔城杨村
去，俞塘村却少有人问津。

去年 5 月 26 日，东钱湖镇将俞
塘村列入艺术振兴乡村计划，镇里
成立了工作专班。然而，艺术振兴
乡村，也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加持，
形成差异化发展。

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要精心打造东钱湖宋韵文化
圈。作为“海丝宋韵起源地”和“明
州宋风源流地”的鄞州，有着源远
流长、丰富多彩的宋韵文化资源，
俞塘村抓住了这次重要契机。

今年 4 月，经过深入调研和深
思熟虑，以宋韵耕织园为龙头打造
的俞塘拾里山谷项目启动。

整个项目由宋韵耕织园、火车
主题商业区、帐篷露营基地、水上
游乐区等构成。宋韵耕织园是其中
最具特色的项目，经过近 5 个月的
昼夜奋战，“诗与远方”的田园牧歌
图景逐渐成真。

在以楼璹《耕织图》为原型建
造的宋韵耕织园里，立春、雨水、惊
蛰、春分、清明和谷雨 6 个春季节
气的耕织图景在 6 间小木屋内外
一一展陈，不仅可以让游客了解各
个节气的农耕特色，还是拍照打卡
的好地方。

漫步在宋韵耕织园，成片的五
彩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斑斓的色
彩。一列红色小火车穿梭其间，野
趣与童趣交织，散发着愉悦的味
道。时下最火的帐篷露营自然也同
步植入，吸引一批又一批游客慕名
而来。“除了花海、小火车、帐篷露
营等适合打卡的节点，游客还可以
体验摘水果玉米、收割水稻、抓鱼
摸虾的乐趣。”俞塘村村委会副主
任俞东波告诉记者。

今年国庆假期，“宋韵钱湖·美
丽乡村”主题文艺演出在俞塘村举
行，经过新浪直播间等平台直播，
吸引了近 60 万粉丝在线收看，领
略宋韵文化和美丽乡村的魅力。

“现在几乎每天有游客来，周
末和节假日人更多，停车场内车子
都停满了。看着村庄发展得越来越
好，大家都觉得有盼头！”记者在俞
塘村走访时，有村民如此表示。

宋韵文化
助推小山村快速“出圈”

“城杨村和俞塘村，离东钱湖
主湖区有点距离，在乡村旅游未开
发之前，整体知名度较低，没什么
人流量。但俞塘、城杨都是鄞州区
湖光山色‘绿水青山’实践线的重
要节点，我们以精品线打造为契
机，主打文化牌，加快推进艺术振
兴乡村计划。”东钱湖镇副镇长徐
旸表示。

通过前期排摸，俞塘村把村里
的木匠、铁匠、篾匠、泥瓦匠发动起
来，组织了 6 支“艺工队”，通过溪
边道路拓宽、路边墙面粉刷、破旧
房改造、变形金刚装饰等 12 个节
点，扮靓村庄形象。

今年 61 岁的村民郑旭是“钱
湖匠师”，7 岁就跟着父亲学打铁，
至今还保留全套工具。他没想到，

该退休的时间，却重新迎来大显身
手的机会。村口迎宾的变形金刚，
亭溪畔的火车头、火车站台和铁轨
等，都是郑旭带着徒弟一起完成
的。“自己设计自己做，一开始压力
很大，7 天瘦了 7 斤，担心做不好，
被村里人笑话。做到第 10 天时，我
打退堂鼓了，是靠镇、村干部的鼓
励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村里凡是
以铁为材料的东西，都是我做的！”
看着自己的杰作扮靓了村庄，郑旭
十分自豪。

村民俞松德也没想到花甲之
年还能重操旧业。他 17 岁开始做
篾匠，制作的竹工艺品曾出口海
外。20 年前，他自己办厂当起了
小老板。听到村里有需要，他马
上把自己厂里的活扔给儿子，和

多方联动
增强乡村发展内驱力

今年 9 月，俞塘拾里山谷项目
运营公司——宁波山静俞塘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将一笔 30 万元的租金
打入俞塘村的账户，这是该项目正
式运营后，村里获得的第一笔大收
益，全村上下备受鼓舞。

此前，俞塘村村集体收入以厂
房出租的收益为主，年收入只有 30
万元左右。新的产业植入，让村庄收
到了可观的“第一桶金”。

村民也有了更多发展空间。记
者了解到，项目开发的所有基础设
施和景点打造，由村民参与建设。
项目陆续建成后，小火车项目管
理、水上产品维护、种田、保洁等
岗位的推出，让部分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我希望业态引进

后，能够真正带动百姓在‘家门
口’致富。”俞东波说。

记者看到，还有村民在村口卖
起了木莲冻、灰汁团、烤年糕等当
地特色美食，生意也比较红火。

随着俞塘农旅特色旅游的发
展，到该村投资餐厅和民宿的商家
也多了起来，原来村委会所在的大
楼被商家租用，准备开设高档餐
厅，目前已进入装修阶段，即将营
业。浙江益马当鲜贸易有限公司与
俞塘村签订了艺术振兴乡村产业合
作协议，正式启动“益马当鲜”农
博园建设。

“宋韵农耕园特色项目建设，是
东钱湖积极打造宋韵文化高地的重
要举措之一，通过宋韵文化主题产

文化引领
打造共同富裕新样本

村里的另一名篾匠一起制作了 12
个竹筏，让亭溪上有了“小小竹
排画中游”的景致。

俞塘村 1300 多名村民的热情
已被点燃，大家纷纷投入建设乡
村的热潮。一年多来，俞塘村通
过发动村民参与艺术小景打造、
美化亭溪沿岸民居等，使村庄环
境得到全面提升。

除了本村村民，东钱湖镇还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增强乡村发展
的内驱力。青创会成员、企业家及
乡贤们，为艺术振兴乡村注入了更
多力量。“针对俞塘村范围大、工匠
多等优势 ，村庄建设融入本地特
色，创新开展各个节点的装扮。”东
钱湖青创会副会长石磊说，裴君庙
附近正在筹建村民说事长廊，吸收
俞塘村草根艺术家的创意，为村民
提供健身娱乐的好去处，也将为游
客提供露天营地，举办乡村音乐派

对等特色娱乐活动。
文化传播也成为重要的创新

力，自媒体博主、国际友人纷纷前
来打卡。“‘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
染’的意境，‘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画面，大概就是俞塘
村的样子⋯⋯”知名旅游博主果
小 桃 和 她 的 团 队 创 作 的 短 视 频

《你好，东钱湖，遇见俞塘》，登
上了央视频、人民网、网易云、
蚂蜂窝旅游网等诸多平台，点击
量超过 1100 万次。

“俞塘村有着悠久历史，有溪
水有古桥还有竹林，整个村落保留
着古风气息，还打造了农田小木屋
和耕织园。走在乡野间，割稻、喂
马，我有一种梦回宋朝的感觉。”果
小桃说，在俞塘村，既有传统宋韵
元素，又植入了露营等时下最受欢
迎的业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满足
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业植入，既有望成为引流的优质资
源，也可以通过农旅融合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带动乡村共富。”东钱湖
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文化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标识，一个以自然风光为基底、宋韵
文化为纽带、特色文旅产业为引擎
的文农旅新 IP 正焕发光彩。据悉，

接下来俞塘村还将开发共享菜园，
设计耕织园研学课程和线路，推出
织布、酿酒、耕作等农作体验，加快
业态迭代更新。

鄞州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区镇两级还将不断丰富宋韵文化内
涵，将其打造成“最宋韵、最有趣、最
美丽”的乡村共富引擎新样本。

市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培
育文旅新业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深入实施宁波文旅标志性 IP 和

“金名片”培育工程，着力抓好大运
河诗路精品线和红色旅游示范带建
设，高品质打造一批千万级核心景
区和古城古镇古村等文旅精品，大
力拓展研学旅行、工业旅游、夜间
旅游、海洋旅游、运动休闲旅游、
中医康养旅游等文旅新业态，擦亮

“顺着运河来看海、伴着书香游宁
波”城市旅游品牌，争创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成为亚洲重
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会议还提出，要深入实施宋韵
文 化 传 世 工 程 ， 深 度 挖 掘 南 宋 石
刻、宝奎巷等文化群落价值，打造
慈湖、月湖、东钱湖“三湖宋韵文
旅带”，形成宁波宋韵文化主轴线、
大圈层。 （厉晓杭 整理）

宁波深入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青山绿水间，展现耕织图景，再现宋人风雅；稻浪滚滚、花儿摇

曳，火红的“共富号”小火车穿梭其中……

国庆假期，超过1.5万人次前往鄞州区东钱湖镇俞塘村打卡。

“这里有诗，何必远方”。仅一年多时间，俞塘村就实现了华丽蝶

变，这一切，源于文化带来的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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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小火车，吸引
游客打卡。

（厉晓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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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旅游博主果小桃和她的团队在俞塘村拍摄
创作短视频《你好，东钱湖，遇见俞塘》。

（施贤能 摄）

▶耕织图景展陈。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