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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山村调研期间，我们特地走访了
村里的几位民宿主理人。近几年来，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鄞州区塘溪镇东山
村通过发展特色民宿，探索出一条共富道
路。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花庭·东山上”的
主理人徐小风。小风姐是土生土长的东
山村人，在她看来，出门就能看到日出、云
海，就像“长”在画里一样的东山村，值得
让更多人知道。

在回东山村前，小风姐已经成功打理
了两家民宿。她在东山村打造的“花庭·
东山上”是村里第一家精品民宿，也是奉
化区首家“金宿”，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基
本上是“一房难求”。

小风姐的民宿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据我们了解，民宿的客房打扫、餐
厅服务，都是请村里那些到退休年纪，但

走进鄞州区东吴镇三塘村，眼前错落
有致的民居、郁郁葱葱的竹林以及窗明几
净的现代化建筑，让我们怀疑是不是穿越
时空，来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生机勃勃的五彩农田，蜿蜒向上的红
色塑胶步道，还有田野上空自由翱翔的白
鹭，仿佛都在告诉我们三塘村这个“国字
号”文明村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本次“乡村π计划”活动，我们队伍调
研的三塘村坐落于宁波东部的太白山麓，
毗邻灵气四射的天童寺，全村山环水抱，
翠竹葱茏，天童十景之一的南山晚翠就座
落其中。全长20华里的天童大岭古道穿
村而过，伏翠庵、幻智庵、云举庵、大云庵、
盘龙庵等佛教文化遗存具有重大的开发
利用价值。全村自然风光优越，历史底蕴
深厚，旅游资源丰富。

拾古道而上，天童寺这座千年古刹终
于在巍巍青山中露出真容。寺庙并没有
浓厚的商业气息，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写
有“东南佛国”四个大字的影壁。越过影
壁，庄严肃穆的气息夹杂着微风扑面而
来，让人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庙内古树
颇多，例如天王殿前便有两株千年古树，
左边广玉兰，右边唐柏。除去自然景观，
庙内的人文景观也大有来头，例如庙内的
匾额楹联不仅有清顺治帝书“敬佛碑”，还
有康熙帝书“名香清梵”匾、雍正帝书“慈
云密布”匾。每年深秋时节，天童寺的银
杏便会叶黄如金，禅意弥漫，是游客前来
赏景最多的时候。

在三塘村进行环境整治、土地集中流
转之后，村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天童景区停
车场收费以及在景区周边摆摊售卖副食

我们这次调研的是位于海曙古林的
茂新村，这也是近年来“流量”很高的“网
红村”，有宁波家风馆、御史中丞第、稻田
小火车、太空农业体验中心等多个“打卡”
点。

在和茂新村党总支书记林忆聂交流
时，他告诉我们，茂新村地处平原地区，想
要发展乡村旅游，没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
源，只能在广阔的田地上挖掘。为此，他
和村两委班子四处取经，在2018年、2020
年引入了1：1模拟空间站和太空农业体
验中心，创造性地将航天技术与现代农业
相融合，推出“太空农业”为主题，科技感、
未来感十足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吸引大家
来玩、来打卡拍照，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在成功“试水”后，茂新村又借鉴湖州
安吉鲁家村的做法，在2021年从上海铁
路局引进八节双层火车，打造了“遇见·茂
新”火车咖啡，还开辟露营场地和乡村花
园。开发过程中，有了经验的茂新村开始
慢慢探索自己的特色，同时推出亲子互
动、研学等项目，在2022年实现产业创收
120余万元。

走在茂新村，由核酸检测亭改建的
“二十四节气商铺”，打造了集中小吃、饮
品、文创、农产品的“一条街”，十分吸引人

在这次“乡村π计划”活动中，我们来
到了有着“中国进士第一村”美誉的鄞州
区姜山镇走马塘村。从学校出发，穿过高
楼大厦，顺着沧海南路一直向南走，不久
后，迎着车窗而来的就是一股淡淡泥土的
芳香，夹杂着来自田间的惬意。

初到走马塘，一下车，“中国进士第一
村”七个大字就高高悬立在头顶，转过头
就能看见小红书上爆火的马头墙。这里
的建筑与一些江南水乡不同，墙都是由灰
砖砌成，虽然远看颜色没有那种大面积的
白墙显眼，但走近之后给人的感觉是质
朴、干净、柔和。小道两边铺满荷叶，因为
来的时间刚好，许多荷花开得正盛，路边
的游客不时举起相机，给自己和这份美丽
来个合影。

在村里的大会堂，走马塘村联村干部
张健民向我们介绍了走马塘的过去、现在
还有将来。走马塘村有着丰富的历史传
承。根据存放在天一阁的陈氏家谱记载，
该村千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当年一世祖陈
氏高中进士从江苏长洲到明州来担任知
府，死后葬于茅山，其子为父守陵，带着家
眷从此定居走马塘，依托着良好的教育，
全村共出进士76名，官吏152人，可以说
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村中还保留了
众多古建筑，其中石雕花窗的雕刻艺术令

人惊叹，窗上所饰各式图案，有
“八仙”中的张果老、蓝采和、

眼球，不仅“鼓”了村集体经济的“钱包”，还吸引一
批年轻人返乡创业，也给不少留在村里的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岗位。

调研正值盛夏，茂新村的很多文旅项目都是户
外的，天气的“不友好”劝退了不少游客；而且我们
的调研安排在工作日，就会发现工作日和周末的客
流量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也导致“二十四节气商铺”
在工作日可能会暂停营业。

不过，茂新村也意识到这一点，前不久刚举办
了一场茂新艺术生活节，“常态化”吸引客流。

结合其他城市、农村的经验，我们给村里提出
了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可以挖掘一些适合老年人
的文旅项目，这样就可以为工作日的“淡季”增加一
些客流；比如可以根据季节、天气的变化，推出“季
节限定款”的文旅项目，为有兴趣来茂新村玩的游
客提供更多选择。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茂新村村民开放包容度大
大提升，文化素养不断得到提高，村里也组建起各
式各样的文艺团队。我们想着，这些文艺团队是否
可以融入到茂新村的文旅项目中，为游客呈现“接
地气”的表演。

变化已经发生，未来仍可深化。“一炮而红”的
茂新村并没有躺在成绩单上，而是渴望在“未来乡
村”场景打造、产业长效化发展、基层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上有新的突破，不仅要“出圈”，更要能“变现”。

驻村学生 钱林巧

吕洞宾等。但过去几年，由于古村未被完
全开发，村里的业态很少，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只有区区45万元。

走马塘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何让
“进士文化”成为最大的IP？如何开发古
村的旅游潜能？这正是村干部努力做的
事。以村民赋能为核心，通过梳理、整合
村庄闲置资源与低级空间，积极引入优秀
市场主体，带领村民实现乡村振兴。

在镇政府的牵头支持下，通过引进不
同的业态，走马塘显出勃勃生机，其中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村里的“明星产
品”——荷塘咖啡。咖啡师是99年出生的
云南大男孩胡继元，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会
选择在乡村创业时，他说：“第一次走进走
马塘，我们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散发出
来的那种味道，与我们在城市里看
到的车水马龙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由于城市化的发

身体足够硬朗的村民来完成的。
小风姐的成功，也影响带动了村里的

其他人，陆续出现了像“二十九号”“乐居
东山”这样的精品民宿。民宿集群的出
现，有助于提高东山村民宿的整体竞争
力。

通过和小风姐聊天，我们感受最深的
是，村庄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小风姐”，她
们心中装的不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还装着整个村子的发展。

在和村妇女主任聊天中，我们才知
道，目前东山村村民的平均年龄在70岁
左右，最年轻的妇女主任也50岁了。

一开始，我们都有些意外：
东山村有那么漂亮的风
景，有那么好的民宿，
怎么会没有年轻人愿
意来呢？后来在村里

品等。可以说，天童景区的繁荣
兴盛也富了村民的口袋。下一
步该如何讲好历史故事，打造更
有记忆点的天童特色，吸引更多
游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村
干部思考的问题。

三塘村党总支书记陈满标
说，近两年，三塘村在“国字号”
文明村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未来
乡村建设。村中交通便利，微55
路公交能够直通宝幢地铁站。

“未来家客厅”、说事长廊、文化
礼堂等建筑也充分融入进了村
民和游客们的生活，使得这些现
代化的设施更“接地气”，有了不
少乡土味儿。村中还积极引进
第三方运营单位，鼓励村民们开
办民宿、农家乐，与村中现有的
研学基地“拾光生态谷”一道，全
方位打造大人小孩都适合的集
观光、娱乐、研学、住宿为一体的
乡村文旅项目。

乡村文旅的发展不在一朝
一夕，而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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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一圈，我们才发现：这里地处半山腰，没有外
卖；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只卖“四大金刚”：矿泉水、冰
红茶、雪碧和火腿肠。

小风姐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曾经招过一个
女孩来民宿当管家，主要从事新媒体的宣传，还为
此采购了一大批拍摄设备。因为担心设备重，工作
量大，女孩一个人忙不过来，又特地招了个年轻的
男管家，结果两个人相处了半年多，就回家结婚去
了。

刚听到这个故事，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笑过
之后又有些替东山村着急：没有年轻力量的加入，
东山村又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想法，东山村可以和宁
波的高校开展长期合作，让年轻人持续参与村庄建
设，比如民宿的宣传、文旅项目的打造等，为东山村
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结合东山村环境好、老年人多的实际情况，我
们也设想过是否可以在村里建一个“洋气”的养老
院，这样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到东山村。

虽然走进东山村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我们还
是收获颇丰，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无力解决问题，
但是发现问题、引发思考，这也是调研的一种含义。

驻村学生 吴儒璇 记者 石承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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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万工程”20周年之际，三塘这一“国字号”文明村更是始
终以人为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铺展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驻村学生 劳思瑶 记者 薛曹盛 整理

展，中国的农村一直面临着青年人才少，年
龄结构大的问题。因为人才短缺，这造成了
农村产业成长内生动力小，乡土文化资源挖
掘浅这样的困境。所以看到有年轻人愿意
投生于乡村振兴的事业，我们由衷地感到钦
佩和祝福他们。

我们相信，走马塘村未来可期，在政府和
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借助社会各方力量，深度
挖掘走马塘的历史资源，将文化优势转化经
济优势，只有挖掘出自己的特色，避免千篇一
律，才能在众多的乡村竞争中脱颖而出。

驻村学生 章亦文

走马塘村的荷塘小院。

茂新村一角。

东山村民宿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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