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不想再回山里，现在我心动了。 ”
———周海中的老家在赤石乡张源头村。和纷纷外

出闯荡的年轻人一样，周海中 19 岁离家，到过温州、
宁波、江西、福建，一路打工学手艺，29 岁回到云和县
城，开了一家按摩推拿店。 11 年间，夫妻俩的生意越
做越好，每年收入约有 30 万元。 如今，投入 200 多万
元，把家里老房子进行装修，改造成民宿，预计年底营
业。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城里人现在也往农村跑
了。近年来乡里发展越来越好，旅游业是大势所趋，于
是决定回村开民宿。 ”周海中信心满满。

“大量像家乡那样生态环境好的良田被撂荒，既
然自己有了能力和资本，也想回去重新唤醒良田与乡
村。 ”

———“云和师傅” 季伟平生于赤石乡赤石村南山
湖自然村，长于南山湖。 2016 年季伟平揣上百万元现
金回到了南山湖，在政府支持下修通了 3.8 公里通村
公路， 从外出村民手中租赁 100 多亩抛荒田、200 多
亩山地，并租赁或直接买断 13 幢泥土空房，“盘”下了
整座空村。除掉杂草、翻耕田地、平整山坡……季伟平
在田里山里种上水稻和桃树，让南山湖村重新焕发生
机。 如今每年的春夏之交，南山湖都会成为一个远离
尘世的桃花源。

“从‘靠山吃山’到‘靠水吃水’，我始终没有离开
过家乡，这里的青山绿水滋养了我、哺育着我，为我们
在家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让我的生活越过越
好，也更加坚定了我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
心。 ”

———赤石乡渔家人农家乐负责人彭伟良说。

“生活在湖边，创业在湖边。 这些年，在云和湖边
创办渔家乐，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闻声前来游玩吃
饭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浑身带着干劲儿，相信今后
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

———赤石乡开心岛鱼头馆负责人王勇说。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从那么偏远的小山村
搬到宽阔的大马路边上，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可以
依托家乡山山水水吃上‘旅游饭’，一家人在家门口就
能创业致富。 ”

———赤石乡拾逸间民宿业主雷水旺说。

玫瑰花开人回乡
———那些撬动乡土振兴支点的力量

振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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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情怀”
■本报记者 沈隽 陈雅雯 通讯员 严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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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隽 陈雅雯 通讯员 严伟芳

乡村振兴需要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

■本报记者 沈隽

� � � �与许多乡村相比，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赤石
乡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大量的人口回流。 根据统计，五年
前，赤石乡赤石村的常住人不到 200 人。 现在，这个数字是
300 多人。

在这其中，有本地村民，也有外地市民；有民宿业主，也
有种植能人。 在赤石的乡村崛起中，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萦绕
心间的“乡愁”和眷恋，纷纷踏上寻梦之旅。 这和赤石乡近年
来在“市民下乡、能人返乡、企业兴乡”上的探索实践息息相
关。

玫瑰花开人回乡，这成了撬动赤石乡村振兴的支点。

练巧忠：让向往触手可及
人物名片：练巧忠，赤石人，现任浙江云和忠协工艺品

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也是赤石乡云栖木屋民宿负责人。
2014 年，他返乡投资建设云栖木屋，以年终分红的形式，租
用小木屋，一年 25 万元，分给 14 个村。

“当时了解到家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我就想着，与其
拿着钱投资别的地方， 不如回老家做点事情， 所以就回来
了。 ” 练巧忠说。 自“云栖木屋”正式运营以来，每个周末基
本客满，节假日更是一屋难求。 今年以来，在云栖民宿二期
的建设现场， 总是能看到练巧忠忙碌奔波的身影，“在外奋
斗了那么久，我终于在自己的故乡找到了向往的生活。 ”

2014 年，赤石乡以云和湖景区规划建设提升为内容，新
建了木制休闲长廊、休憩广场、月洞亭、农耕园、烧烤中心等
项目，并投资 1000 多万元在赤石村建设了“云栖木屋”民宿
项目。 “在外多年，每次回来，看到人烟稀少的乡村，看到越
来越多的房屋被风雨侵蚀，看一次就心痛一次。 知道乡里有
木屋这个项目之后，一下就心动了。 ”练巧忠说。 这一年，他
承包下了“云栖木屋”项目，并投资了 700 多万元进行了配
套设施的完善。

今年以来，距离赤石村游客接待中心 100 米的地方，11
幢民宿拔地而起，这是计划投资 5000 余万元的赤石乡云栖
民宿二期项目。 目前，云栖民宿二期项目完成了 6 幢土建部
分，已结顶，其中 5 幢在建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工
程。

对于故乡，练巧忠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他希望这
个历史悠久的船帮古镇能在“两山”之风的劲吹下焕发出新
的活力。 “云栖民宿二期项目建设符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指导思想，顺应全省生态休闲乡村旅游发展的大趋势。
我相信项目建成后，一定会与赤石村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实现共赢。 ”练巧忠说。

董益杰：点亮自己的创业梦
人物名片：“准 90 后”董益杰是土生土长的云和人。2015

年以来，带着对家乡山水的眷恋，董益杰毅然辞去环驰云和
钢球有限公司高薪职位，先后在云和梯田、“玫瑰小镇”赤石
乡和田园松阳开起了民宿。

“做民宿是一辈子的事。 能够让父母有了休闲养老的生
活，自己创业梦也能一点一点地实现和完善，我特别满足。 ”
董益杰说。 从“云谷山房”到“初尘居”，从“巷芷”民宿到“古
街” 民宿， 董益杰的乡村创业脚步一刻不停，“回到家乡发
展，回对了。 ”

“跟着父母走南闯北十多年， 我最喜欢的还是走进乡
间，父亲最喜欢的是种田，母亲最喜欢的是做手工和小吃。 ”
董益杰说，无论父母，还是自己，都对乡村有着一份无法割
舍的情怀。

2018 年，董益杰在赤石乡租下一幢老房子，精心打造自
己的第二家民宿———“初尘居”。 “‘初尘居’的初衷是让父母
能够在这里舒适生活， 所以我们把商业元素尽可能地最小
化。 ”董益杰说，民宿是为父母而开，所以民宿建设经营都交
给了父母。 父亲董士林亲手砌起的砖墙， 小石子铺起的院
子，都让民宿有了家一般的亲切感。 董益杰父母一年 365 天
生活在民宿里，给往来客人种菜烧饭，带着客人到乡间小路
走走，给客人介绍赤石的山水花草。

“把这里当家一样。 ”这是董士林夫妇对游客说的最多
的话，也成为了“初尘居”最吸引游客的地方。 自去年 5 月开
业以来，“初尘居” 迎来一波波客人， 入住率保持在 60%-
70%之间，原本废弃的老房子不断焕发生机。

李小飞：把云和产品卖到全世界

人物名片：李小飞，云和县元和街道人，在上海经营多
家超市。 去年在赤石乡麻垟村创办云和县卜卜头农业
有限公司 ，从事 “菜头粒 ”加工 ，今年农历年后企业正
式投产 。 截至目前企业用于生产销售的云和萝卜有
100 多吨。

“去年冬天出产的萝卜我们都生产销售光了，已
经用了 100 多吨萝卜。 现在云和的萝卜不在产季，而
外地的萝卜又带苦味，不能用。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
云和的几个基地研究种植高山萝卜。 ”今年 2 月以
来， 李小飞度过了人生中最高兴又最着急的五个
多月。 高兴的是企业投产不到半年，“菜头粒”销
量大大超过预期，着急的是销售商每天都向他要
货，而他只能一一回绝：因为没有好品质的“菜
头粒”原料———云和萝卜，现在“菜头粒 ”正处
于脱销的状态。

今年 46 岁的李小飞早年在云和从事二
手车销售评估，2012 年开始到上海开超市。

2017 年，看到家乡“萝卜种了没人要 ”
的消息后， 就有了把云和特色食品 “菜头
粒”推向市场的念头。 一开始，李小飞带了
菜头粒给超市的员工们试吃，大受欢迎。
之后， 李小飞收购了 10 吨云和萝卜，委
托莲都区碧湖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加工
了 1 万袋 “菜头粒 ”，放在上海自己经
营的超市去“试市场”。

出乎李小飞意料，短短 4 个月，1
万袋“菜头粒”全部卖光了。 更让他
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回头客买了 40
多次。随着超市货架上的“菜头粒”
越来越少， 李小飞的心却越来越
热。 他马上开始找专家就“菜头
粒 ”的保存时间 、口味 、营养成
分等方面进行配方研究和改
良。 也在这期间，李小飞开始
在云和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
做工厂， 最后把地址定在了
赤石乡的麻垟村。

如 今 ， 在 丽 水 9 县
（市、区）超市、菜市场、农
产品店，乃至浙江省高速
服务区都能看到李小飞
的“菜头粒 ”。 同时 ，他
也在云和梯田、麻垟村
等地建起了自己的萝
卜基地，并且到侨乡
青田对接相关海外
市场开拓事宜。 “越
做越新鲜。 以前在
上海的超市做 2
公里的生意 ，现
在回到云和，想
把生意做到全
国乃至全世界
去。 ”李小飞
说。

� � � �乡村的生长和振兴， 可能源于一片景区的发展，
也可能始于一群人的回归……在云和县赤石乡，一
群回归的人们为这一片山水和土地，带来了巨大的能
量和活力。他们，有的是云和木玩企业家，有的是外出
多年的创业青年，有的是回乡转行投身一个完全陌生
的行业……虽然职业、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但在他们
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性：一份对家乡无以言语的
情感。

乡村的新生呼唤着他们重回家园，那么，奋力奔
跑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他们又需要些什么呢？

“这些年来，到赤石的乡贤、能人以及市民下乡经
营农家乐民宿有 15 人，投资开发茶叶、水果、农产品
有 8 人。 他们给赤石带来的不仅是项目、产业、人气，
还有希望。 ”分管“三乡工程”的赤石乡副乡长梅浩坦
言，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前来对接，想要做民宿、农产
业、旅游项目等，但是由于用地指标、项目涉及多部门
的多项政策等限制，很多有回乡创业愿望的人们还在
等待，有的甚至被“拒之门外”。

关于乡村山林田地的土地使用问题，从“低地之
国”变身为“农业大国”的荷兰，在乡村建设的“土地整
理”的做法值得借鉴。

荷兰是怎么做到的？早在 1924 年和 1938 年，荷兰
相继颁布了两版《土地整理法》，通过土地置换、规整
划一等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改善农地利用，促进农业
发展。 1970 年以后，荷兰政府转变了只强调农业发展
的单一路径，转向了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 1985 年
颁布的《土地使用法案》，更是明确提出要求拓展乡村
发展目标，协调与其他物质规划的关系，将娱乐、自然
和历史景观保护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
2007 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就将解决私人与政府合
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放在了重
要位置。

我们特别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在土地政策上寻找
变革和突破，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再因为土地限制放
慢脚步。 不仅如此，顶层设计、产业规划等也都要跟上
乡村发展的步伐。

深度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