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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张世铭曾走访过全国6000余个乡村，2018年开始，他在松阳的山山水水间
寻觅，考察过70多个古村落后，2020年，他最终选择离职并在松阳定居，开始用
传统生态方式种植自留种稻谷。

■二十大回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来到后畲村，就不难理解为何

张世铭会觉得这里是他理想中的

“桃花源”。驱车进入古村后，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几株参天的古树，仰

头寻找树枝的顶端，绿叶仿佛漂浮

在碧蓝的天空中，身处其中像一条

游荡在纯净空气中的鱼，舒畅且自

由。而拆违治违、老屋修缮等措施

则进一步改善了村居环境，提升了

古村风貌。

人与自然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

系？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是否能带

来精神上的充实？乡愁的本质是什

么？张世铭的理念探讨了此类问

题，却远远不止于此。他为乡村带

来的不仅是一种实验、一种思考，更

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实实在在

的进步。

张世铭来到村里后，村民经常

可以见到这个“新农民”扶着一台小

型农机干活。春耕时节，张世铭会

用自己的机器，帮着腿脚不便的村

民犁地。从一开始的诧异到逐步接

受，机械化作业让一直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民看到了耕作的另一种方

式。

多年来，后畲村保留了古树、老

屋等古朴的历史，但囿于位置偏远，

缺少发展的机遇。张世铭和受他影

响来到村里的年轻人，给这个古村

落注入了生机。如今，一位名叫“汤

汤”的 95 后在村里定居，她在村里

租了一套房，每月 300 元。她开通

了一个网络平台账号，专门记录自

己的乡村生活。很多人说，她做了

自己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

■ 记者手记

松阳后畲：
村里来了个研究种地的“城市农夫”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陈翀

近日，在松阳县竹源乡后畲村，一位戴着眼镜的农

民正俯身在田里种菜，这位不起眼的农夫叫张世铭，曾

是世界 100强企业雀巢公司高管，如今是一名归朴生活

运动倡导者。他在走访了 70 多个古村落之后，来到松

阳成为一名“城市农夫”，做起了“桃源梦”。

走访6000余个乡村，他最终定居松阳

张世铭出生在上海，工作在京沪杭，游历过世界各

地。然而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回归乡村

的重要性，“当我们的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们

也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在寻找

诗和远方，本质上这是一种乡愁。”

张世铭曾是世界 100 强企业雀巢公司高管。在 40
岁的时候，因为个人志趣的原因，也因为职场上连年高

强度南征北战带来的身心俱疲，他有了归隐之心。恰好

此时，松阳这个“古典中国的县域样本”被中国地理杂志

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吸引了他的目光。

张世铭曾走访过全国 6000余个乡村，2018年开始，

他在松阳的山山水水间寻觅，考察过 70多个古村落后，

2020年，他最终选择离职并在松阳定居，开始用传统生

态方式种植自留种稻谷。

“松阳有着大片保存完好的老屋，也有着古老农耕

文明的延续，这些都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在竹源乡大

岭头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张世铭发现不远处的后畲村更

是一个理想的“桃花源”，于是他租下了三栋黄土屋、10
亩梯田，一待就是两年多。

后畲村海拔 408米，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县级历史文

化村，有“七宝尖下的谷仓”之称，但因路途偏远交通不

便、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效益低下，村民增收渠道单一，年

轻劳动力外出，村里留守的几乎都是老人。

然而张世民这个“新农民”的出现，让很多人眼前一

亮。他在后畲村先后筹建起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中心、

中医农业实践基地及自给自足生活研究所，实践传统+
现代有机+自然农法+中医农业。目前，张世铭在高山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田的试种已成功，全程无农药除草剂化

肥，亩产稻谷 500斤左右，生态农业初见成效。

一年里有 260多天时间，张世铭白天在田间劳作实

践，从改善土壤生态开始，用传统方式种植原种稻谷，并

建立内循环生态系统，实现垃圾废弃物还田，建立原种

保护及土壤研究室，并针对性地开展科普文教课程及活

动，定期给植物医生及科技种植户及乡村干部义务培

训。

推广生态农业，吸引年轻人回归乡村

自从来了个研究农业的“城市农夫”，后畲村渐渐地

有了知名度。张世铭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前来参观学习

的客人，也有年轻人慕名前来，看到山里的美好风光和

景宁古朴的环境后，也决定在村里生活。并且开设了自

媒体账号，记录乡村的生活点滴。

在农忙之余，张世铭致力于宣传生态农业理念，倡

导建立可循环的生活生产方式。2021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相聚浙里”国际人文

交流系列活动之“国际乡村课堂”体验活动在松阳开展，

来自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20名“诗画浙江”友好使者及培

育对象参与活动，深入体验感受松阳当地传统文化和乡

村建设成果。期间，张世铭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友好使

者们介绍了心目中的美丽乡村蓝图，并阐释了“Better
Village, best life；Village is made by nature”等回归田

园、乡村振兴的观点，赢得了在场外籍友人的啧啧称赞。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作为松阳新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中心青创导师，张世

铭还创立少年中国文化传习馆，开设山区国际课堂，定

期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际知名学校乡村振兴研究

者，定期给中小学生指导农耕文化与田间地头实践，从

犁田插秧到除草收割，从一件件小事，从一个个环节培

养他们珍惜粮食和从小爱劳动的习惯等。几年来，一批

又一批学生到田间地头体验农耕，张世铭到现场进行讲

解，播种、插秧、除草、治虫……让孩子们了解水稻的一

生。

晴时种瓜点豆，雨天读书会友。如今，张世铭在松

阳的古村落里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在身体力行地构建

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和远方。“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这

样的生活很辛苦，但能用生活实践自己的生态理念，我

觉得很有意义。”张世铭说，把心思放在土地上，思考规

划上面的植物，这既是一种探索和实验，也是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

下一步，张世民计划以水稻种植为依托，同时在非

稻季种植紫云英、油菜、小麦等，并增加畜牧养殖产业，

既让畜牧有天然饲料的同时，又给农作物提供了有机

“绿肥”，种植和养殖相结合，形成生态链条，利用现代科

技，生态循环法为传统农业插上翅膀，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推动绿色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参与生产，提高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