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深深度度··走走基基层层··乡乡村村变变形形记记

２２００1199年年 66月月 2200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丁丁 罡罡

茶茶园园村村里里话话振振兴兴

山村办起“顶级”论坛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张巧燕 王海军

旧舍翻新、荒地重耘、产业重整、村民回流……在乡村振兴之风的吹
拂下，拥有 400 年历史的古老村落茶园村，焕发出新的风采。

不久前，茶园村群英荟萃，来自海内外各路精英接下由遂昌县委、县
政府寄出的“空心村活化群英会”拜帖，走进大山，共话“乡村振兴”。

求是《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来了，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副院长于长江来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柯卫也来了，他们一致认为正在
进行的茶园村活化项目正在为中国乡村振兴探索新路径。

“茶园村这种主客共居的模式不但给所有乡村发展提供了样板，对新
形势下乡村治理的探索也有着示范意义； 同时项目本身对生活内容产品
的开发和设计，把村庄自然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可供客体验的内容产品，
这正是对‘两山’理念很好的实践。 ”《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说。

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看来， 乡村振兴热潮
之下，“活化”乡村应弱化功利性，注重乡村社会人文形态的重建；应注重设
计，不能一味追求“短平快”。而茶园村在此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实践，“即使是
资本进入，但茶园村依然是茶园村，保持了它的原貌和形态，这很难得。 ”

“我觉得在茶园村，建筑是一个连接，也就是说建筑在这里面不单是
一个展示。 ”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柯卫说，茶园村所有的房子最大的功能
就是连接：重建人跟人的关系、村民和客人、村民和他原来环境的关系，希
望年轻人重新回到村里，这是家庭的连接。

“我们大家一起坐在这儿，讨论乡村振兴，然后田野里的牛在外面悠
闲走路，特别梦幻，这也是一种连接。 ”柯卫说，将来如果周围的村民告诉
我们，哪里偷偷抄袭我们茶园的建筑，那我们就成功了。

“遂昌 203 个行政村，千余个自然村星罗棋布，就像满天繁星，又像许多
珍珠静静散落在浙西南的大地上，静待花开。 ” 中共遂昌县委常委孙培莲表
示，通过乐领公司的实践探索，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活化”的不仅仅是一个
茶园村，而是为遂昌高质量绿色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归隐深山的武术村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王海军

自古高手出深山。 茶园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习武传统的武术部落。
经过四五公里盘旋的山间小路，就来到了仿如世外桃源的茶园村。古

木、老宅、梯田、小庙，更有“左旗右枪前点将”格局，这样的村庄风貌，仿佛
也为村里人人修武的传统埋下了某种注脚。

绝大多数人初识茶园村， 始于茶园武术。 茶园武术已有 270 多年历
史，村子里，不论是年轻人，抑或耄耋老人，都坚持每天习练武术。

在绿阴如盖的古树下，常有村民耍枪弄棍，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虎虎
生威，丝毫不逊于功夫动作片。 茶园村村委主任罗启根介绍，茶园武术流
传已有数百年，当初祖先刚搬到茶园居住，为了防匪患，保家护院，便请来
高僧教习武功，并代代相传。

传承百年的茶园武术一直“锁在深闺”孤芳自赏，直到 2007 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普查才撩开神秘面纱。

2009 年，茶园传统武术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两年，声名
鹊起的茶园武术引来众多游客参与，还有来自意大利、美国及国内不少武
术爱好者慕名前来切磋交流，宁静而神秘的茶园村迎接八方来客。

得益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修炼武术，茶园人大多高寿。 这个仅有 150
人的小村目前年逾八旬的老人尚有 12 人。

罗启根说，在茶园，八十岁以内都够不上“老人”，他们精力十足地过
着中年人的生活，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也眼神清明，行动利索。

住在这样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能活过一百岁。

“在茶园中打造乡村振兴高地”
■本报记者 张李扬 通讯员 王海军 余小英

“茶园村乡村活化项目是我们打造的第一个项目，我们计划在全球打
造至少 100 个这样的项目。 ”站在茶园村，深圳乐领生活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罗雷的规划目光已看向全球，“在茶园村， 我们志在打造中国乡村振
兴的高地。 ”

罗雷说，茶园村项目属于“乐归”系列。 “乐归”强调返璞归真和乡贤文
化，要求此类项目设在自然环境优美、原生态的乡村，以返璞归真为旨趣，
留住乡韵乡愁，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实现人与环境
的和谐统一。

为了实现这个长远目标，乐领首先在茶园村成立“社区发展协会”。
“茶园村社区发展协会”是一个公益性社会组织，是乐领公司活化茶

园村的重要平台。社区成员既包括原茶园村村民，也包括乐领公司工作人
员以及乐领引进来的会员等。有了这个协会，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融合
共生便有了人脉根基。

“公司这几年运作下来，更加坚定了我们做乡村活化项目的信心、决
心。 我们要通过茶园村做出一个样板，然后快速复制推广出去。 特别是在
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政策东风下，我们更要勇往直前。 ”说起乐领
的全球计划，罗雷底气十足。

乡村活化的大幕，已在茶园村悄然启幕，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乡村振
兴战略的先行探索，这是一场“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这是一个“城市反
哺乡村”发展路径的社会课题。乐领和茶园村，在这个最美的地方，遇到一
群最有趣的人，做着最喜欢的事。 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在钱瓯之源的
遂昌悄悄上演……

因为遇见，所以改变；因为改变，所以美丽！
一个偏远的半空心化的小山村，户籍人口只有 47

户 147 人，常住人口不到 50 人。 2017 年的一夜间，村
里的 24 幢泥土房被租赁一空。 一幢 100 平方米的泥
土房，一年租金有 1.5 万元，20 年的租金高达 30 万元。

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村就是遂昌县龙洋乡西滩村
茶园自然村，一个守护生态如守护生命的村。而在这个
村砸下重金的是来自深圳的一家公司———深圳乐领生
活发展有限公司， 一个致力于乡村活化的倡导者和践
行者。

3 月 20 日，茶园村乡村活化项目———“旗山侠隐”
正式进行运营内测， 市场期盼了一年多的这个乡村活
化项目渐次揭开神秘面纱。

从原生态起步
“乐领公司不远千里到偏僻的茶园村投资， 是偶

然，也是必然。 ”说起乐领与茶园村的结缘，深圳乐领
生活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孙武英这样说。

孙武英介绍说，乐领公司 2016 年开始在全国找寻
自然环境优美、返璞归真、原生态的村落，意在打造乡
村活化主题项目。 巧合的是，有个叫李建荣的遂昌人,
在乐领公司上班，得知公司的发展计划后，热情地邀请
公司高层到遂昌走访考察。

短短的几天考察中， 乐领公司高层被遂昌优越的
生态环境、地道的民俗特色文化、原生态的传统村落、
热心的本土文化人士所深深吸引， 公司高层毅然决定
在遂昌投资， 初步选定了龙洋乡西滩村茶园自然村和
湖山乡红星坪村大溪边自然村。

“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孙武英说，“为了做好乡村
活化项目，我们公司团队在全国考察的村落多达 1000
多个。 茶园村是最让我们心动的那一个。 ”

“选择茶园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前一直做城市
地产，这些年目睹了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时也
感受到了乡村空心化引发的矛盾。企业除了商业价值，
还应更多地创造社会价值。 茶园村是以‘村民为主体’
的乡村活化，与当下的乡村振兴很切合，更能体现社会
价值。 ”说起投资茶园村，深圳乐领生活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雷直言不讳。

2017 年 5 月，乐领公司与茶园村村民签订租赁协
议。 一幢 100 平方米的泥土房一年的租金 1.5 万元。
2017 年 9 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由此，乐领公司在国
内的第一个乡村活化项目诞生。

向“乡村活化”进发
乐领结缘茶园后，公司团队立马进驻村里，开启了

茶园村的乡村活化行动， 即乐领公司对茶园村进行整
体原貌型改造， 再通过乐领会员平台把一群秉持 “自
然、健康、精彩、初心、分享”的城市人群引入茶园村，与
村民互动融合、 互补发展， 实现茶园村历史文化的传
承、生态资源的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研究小组的于长江
教授和深圳市民间智库英特虎的负责人、 社区治理专
家金心异教授等专家学者都是项目的智库团队。”孙武
英介绍说，“乡村活化是我们的目标。 ”

为此，在农业产业方面，该项目将发展以生态农业
为基础、以文化为载体的农、文、旅一体模式，将原来的
农业方式提升为生态农业经济， 并实现高端农业需求
端与供给端无缝对接。

在精神文化方面， 该项目将着力于激活茶园村传
统生产生活，并引入现代文化艺术理念，实现传统与现
代的结合，开创新型乡村生活方式。

在生态环境方面， 以现代生态文明理念强化生态
保护、农耕生产、起居生活等，实现自然环境与人文生
活的和谐统一。

在农耕文明方面，重建城乡关系，重拾农耕自信，
以平等对话的方式重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心态关系。

“我们希望以产业活化吸引青壮年人口回乡，带动
人口活化和社区发展，实现城乡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
建立以村民为主体、 村民自治为方向的乡村社区治理

模式。 ”孙武英说，“基于目标和定位，茶园村乡村活化
内容分为自然生态整治、人文生态保护与传承、建筑
活化、产业活化、精神生活、公益活动、社区建设等方
面。 ”

在生态和谐中加速
目前，项目一期共投资 6500 多万元，修建了 14

幢房子共 35 个房间，还有村道、网络、庭院、户外舞
台、绿化、健身房、瑜伽房、文化走廊、多类型餐厅、酒
吧、演武场及生态农业、果树种植等。

茶园活化项目始终遵循“就近用人、就近取材”两
个原则。 “项目建设中要用泥水工、木工等一律用本村
村民，走廊栏杆用山上的柴木棒，绿化苗木使用本土
苗木。 ”已在公司上班的村民曹民德说。

“一期内装修基本都使用手工。 二期的 10 幢房子
年底要开发完，届时将会形成 60 个客房的接待水平，
消费是均价每人每天 2000 多元。 ”说起经营，孙武英
信心满满，“下步，村里还要开无人超市，建村史博物
馆，设立茶园武术传承基地等。 ”

一个项目的成功， 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项目一开始就得到遂昌县委、县政府及当地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 “县委、县政府对项目很支持，随时跟踪
项目进展，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这更加增添
了我们的信心。 ”孙武英说。

西滩村委会主任罗启根告诉记者，茶园村有“左
旗右枪前点将”之说，在点将台上还可看到山脚水库
“聚宝盆”，村里茶园武术历史悠久。 村民自古以来生
态保护意识很强。 项目进驻村里后，深受村民欢迎，大
家都很支持配合。 “人与人，人与村，在一片和谐之中，
这个项目建设速度越来越快。 ”罗启根说。

在返乡创业中“淘金”
茶园村乡村活化项目，在边实践边探索中渐渐找

到了一个让村民返乡创业的兴奋点。
由于这个项目的实施，茶园村集体带来了持续长

久的收入，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鼓起腰包，遂昌周边的
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乐领队伍，还有更多的社会知名人
士慕名而来……

“附房统一归村集体，公司每年支付村集体 2 万
元租金，20 年后公建项目归村里， 同时村民也增收
了。 ”遂昌县乡村振兴办主任、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朝辉
说，这就是一个村践行“两山”理念的最生动案例，绿
水青山真正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了，它给全县乃至全省
的空心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样板示范。

村集体增收只是项目效益体现的一个方面，涉及
面更广的是村民增收。 原来在外地打工、今年 48 岁的
罗根荣自家 200 多平方米的房子被公司租赁，每月有
租金近 1500 元， 同时他还被公司聘为管农业和保安
的员工，每月工资 3500 元。

“如今在家呆着，每月都有 5000 元收入，真是做
梦都想不到啊。 ”罗根荣满脸笑意，破房子变成了票
子，空闲地出租领租金，家门口上班每月拿工资，这真
是天大的好事啊。

村里原在外开服装店的杨容兰，放弃在外多年的
服装生意返回到村里，当起了客房管理员。 在外打工、
今年已 58 岁的曹民德返回村里， 被公司聘为水电维
修工……如今，村里常住人口已有 80 多人了，比平时
多了 30 余人。

在这股返乡回村潮中，除了本村的人，还有一大
批遂昌籍人士。 在杭州一家公司做酒店工程、云峰街
道社后村的周石磊，2018 年 12 月加入乐领团队做运
营管理；在县城做教育培训的蓝佳丽，2019 年 1 月加
入乐领团队……

“目前本村人、遂昌籍的有识之士、外地的精英人
士纷纷打电话咨询，想加入乐领团队。 ”孙武英介绍，
已有 19 位村民被公司固定聘请，主要做农业种植、水
电维修、客房管理等工作，临时雇用的人员根据项目
进度定，多的时候一天就有 20 多人。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王海军 余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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