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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把今天的东弄村和“闭塞”“破败”这样的字眼联系
起来。

依山而建的木栈道串联起古色古香的“茅草寮”，绿树翠
竹掩映间，一条山涧自上而下穿越整个畲寨，形成了古朴独
特的山水田园风光。

从不被人识的老旧山村，到夺目瑰丽的魅力畲寨；村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食，到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东弄
村的每一年，都不一样，每一年都在变好。

诗画畲山的田园复兴梦

东弄，因谷深如弄而得名，是典型的畲族聚居村，363名
畲族人口占了全村人口的 87%。

虽然距离景宁县城仅 7公里，但东弄老村依旧闭塞。“十
年前，村民们居住在山上交通不便，老村的环境也不好，村民
大多在家务农，村集体经济很薄弱。”对于十年前的光景，东
弄村党支部书记蓝建平仍然记忆犹新。

转折始于 2017年。
依托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项目，村民们享受到异地搬迁

的好政策，全村 166户 419人搬迁到山下的东弄新村和金山
垟小区，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与老村相比，不啻于换了人
居环境。

2017年 12月，集循环农业、农事体验、畲族风情体验、乡
村旅游、田园民宿于一体的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项目开始建
设，项目总投资 2.47亿元，规划面积约 4000亩。项目主体工
程于 2018年 6月底初具形象，于同年 7月开园，并在 2020年
10 月开始试运营；继续推进项目二期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2022 年 2 月底，完成投资约 2.03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2.2%。

如今走进东弄村，可见山地上 10余幢或圆形或方形的寮
屋错落分布，外形参照畲族寮的建造方式，内部则依托东弄
村的产业、文化形态，塑造出不同的功能。香菇坊、农耕坊、
茶寮、竹寮、稻田养鱼坊等，与山上的茶园、竹林、水稻田、菜
地等相得益彰。

拔地而起的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俨然成了东弄村致富
的“金钥匙”。

通过公开招商引进企业，村集体将老村房屋、土地等资
源资产打包，参股成立了浙江耕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负责
综合体项目运营管理。

蓝建平介绍，2012 年东弄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3 万多
元，综合体项目建设运营以来，带动村集体增收 90多万元。
项目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菌菇、茶叶等产业的发展，还解决
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带动村民增收 120多万元。

“现在村子越来越美，还成了旅游景点，游客很喜欢听我
们唱山歌呢。”十年前，村民蓝美珠主要靠务农和外出打工维
持生计，综合体项目运营后，她在“家门口”找到了参与迎宾、
畲歌表演的工作，空闲时还在家做一些来料加工产品，一年
能增收 10多万元，她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山中有林、林中有屋、庭前有花、水中有鱼……一幅美丽
田园画卷正在东弄徐徐展开，诗画田园的“复兴梦”正一步步
照进现实。

文旅融合的畲寨“文艺范”

“—条丝带斑又长，送给郎子束身上……”东弄村蓝延兰
彩带工作室里传来悠悠的畲歌声，只见蓝延兰一边唱一边手
把手教姑娘们编织畲族彩带。一根木梭，数条彩线，在她的
巧手下，一条美丽的畲族彩带正在慢慢呈现。

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东弄村古韵
悠扬、实至名归：村里保留着蓝氏宗祠、非物质文化展示馆、
农耕展示馆、功德舞馆等畲族古建筑，村民人人会唱畲歌，个
个会编彩带，村里有 3名省级非遗传承人，7名县级非遗传承
人。

守正创新，才能发扬光大，这个道理，东弄人懂。出生在
彩带编织世家的蓝延兰，创新性地将汉字编织进彩带，将传
统只有蓝、白、黑三种颜色的彩带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创作了
一批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的畲族彩带。现在，从她的彩
带工作室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技艺精湛的编织能手，把彩带

带出东弄、带出景宁、带向全国。
而在畲族山歌省级非遗传承人蓝仙兰的家里，总是畲歌

悠扬。
畲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民们以歌代言、以歌传情。

蓝仙兰的外婆、妈妈都是山歌能手，因此，蓝仙兰从小耳濡目
染，也爱上了畲族山歌。无论是干农活、做家务，还是与伙伴
玩耍，她总是山歌不离口，慢慢地，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十里
八乡的村民都叫她“畲山百灵鸟”。

过去，产业发展难，蓝仙兰和大家一样，一年收入全靠种
点香菇、养一两头猪，有时给别人家挑一担化肥，走上十里地
挣二三元工钱就算增收了，家家户户年收入也不过千元。山
歌是那些艰苦岁月里的精神慰藉。

搬下山后，迎来新生活的蓝仙兰幸运地搭上了景宁大力
发展旅游经济的快车，得到了去景区工作的机会，为游客演
唱原汁原味的山歌。而这一唱，就是十几年。“一个月能拿到
2000—3000元的工资呢。”蓝仙兰说，“原来做梦都没想到可
以通过唱山歌挣钱改善生活。”

2014年，蓝仙兰成立了畲歌畲语工作室，免费教授周边
有此爱好的村民和游客学习畲歌畲语。她还牵头成立东弄
村山歌队，教年轻的队员们唱迎宾歌、敬酒歌、敬茶歌、劳动
歌。现在，山歌队经常接到演出任务，成为了县里一支较有
影响力的文化表演队伍。

文化汇演、外出巡演，在东弄，村民们个个“文艺范”十
足。这些年，东弄村举办了“二月二茶山对歌节”“中国畲乡
三月三民歌节”“畲寨瑜珈文化节”“田园丰收节”“山哈电音
节”等各类节日文化活动，通过“以节带游”吸引游客 3.7万余
人次，进一步打响了畲寨东弄的名气。今年 5月，浙江卫视

《奔跑吧》节目组“跑男团”来东弄体验畲族风情，再度让这个
畲寨火出了圈。

自从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运营以来，寨门迎宾、茶艺表
演、畲绣技艺体验等系列节目和玩法，得到众多游客的好评，
累计吸引游客 35万余人次。东弄村被列为了省、市、县级职
工疗休养基地，目前已接待工会疗休养 6000余人次，特色疗
休养品牌和美誉度不断增强。

景秀人宁的“共富”新业态

以自然为依托，以文化为载体，巧借畲族文化、历史传统
古村落底蕴，东弄村打造形成了以文化传承、农事体验、休闲
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助推乡村振兴进入新时期。
自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试运营到今年 11月，东弄村项目产
业业态累计完成社会资本投资约 1300万元。

畲乡民族文创馆是到东弄游玩研学值得一去的打卡
点。该馆 2021年 9月开馆，建筑面积 571平方米，馆内藏品有
200余件（套），是集乡村博物馆、非遗主题展馆、畲乡文化展
馆和畲族文创馆于一体的综合型乡村民族博物馆，今年被认
定为浙江省乡村博物馆。

文创馆内展示有文创+农业、文创+研学、文创+服饰等系
列产品，如畲族卡通挂件、畲族元素笔记本、茶具等，兼具观
赏性和实用性。“目前，我们团队共设计畲族文创产品 400余
件。”畲乡民族文创馆负责人雷李江介绍，“我们还在继续挖
掘畲族文化元素、传统技艺等，为畲族文创产品开发、推广、
销售搭建平台，希望提高畲族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除了开发畲族文化资源，东弄村还打造了精品民宿。
“耕心舍”是东弄的特色民宿，有 14间民宿客房及 12幢

畲寮，雁溪、时思、鸬鹚……民宿房间以景宁各乡镇名和旅游
景点命名，畲寮则以琴棋书画等独栋命名。亲子房、景观房、
星空房等一房一景一格局，各具特色韵味。漫步东弄村，不
经意间就能看到畲药园、野菜园、茶园、惠明茶传统制作体验
中心。

青山翠竹环抱着溪流，村强民富的愿景在资源盘活中一
步步实现，安居乐业的共富之路也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中越走越宽。从开始的朴实无华，到如今的美丽蝶
变，东弄村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也激励
着更多人为实现“复兴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曾翠 徐丽雅 通讯员 吴晔 潘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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