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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眼里的乡村是什么样的？
在“90后”“00后”的创业设想中，乡村不再是田园风光的简单载体，它还保留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内涵，因包容万物而生生不息，与“诗和远方”天然相得益彰。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并不满足于被动地学习与模仿，他们迫不及待地参与到旅游产品、农

副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进而型塑独一无二的乡村体验。
于是，他们以青春巧思“玩转”旅拍、村咖等新业态，催生运营师、民宿管家等新职业，打造人们进入理想

生活场景的钥匙。
而对于选择乡村的青年来说，创新只是第一步，沉得下心、扎得下根更为关键。松阳为此先行一步，既关

注青年的“眼前之困”，给予资金、场地等支持，也致力于解除其后顾之忧，提供就业培训、引流运营等后援。
无数受政策推动而兴起的乡村“青年产业”，因此与当地政府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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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资源

近年来，年轻人逐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
他们中，有的原本就出生于乡村，前往城市学习、

工作后又重返家园；也有的纯粹出于对乡村的热爱而
实现“双向奔赴”；还有的则选择“在乡村工作，在城市
生活”……无论何种状态，与其说他们在适应环境，倒
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环境，让
乡村更生动、更多元、更宜居。

在松阳，就有这样一批青年。
他们因亲身感受到乡村振兴所带来的美好和希

望，于是怀着满腔热情和无数创意“生猛入局”。
四都乡陈家铺村，曾是个严重空心化的古村，直

到 8年前，松阳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拯救老屋行动”
项目整县推进试点县，自此，陈家铺逐渐发展为江浙
沪地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眼看着家乡的旅游业日益兴旺，“90后”青年鲍培
钧与妻子离开杭州回到陈家铺，将祖辈居住的老屋改
造成民宿。鲍培钧将民宿命名为“春晓”，寓意“一年
之始，万象更新”，美好生活的崭新开始。经过精心装
点的三间客房“长赢”“素商”“安宁”则分别对应夏、
秋、冬三个季节，与“春晓”共同讲述乡野间的四季故
事。

这些年，火爆出圈的陈家铺成了民宿的“内卷战
场”，鲍培钧坦言自己“是抱着竞争心态回到家乡
的”。但硬件投入无上限，并非恋战的合适领域，在鲍
培钧看来，“大家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独特体验，不太
希望住在一个可复制的标准客房里，我们可以通过特
殊的空间和服务满足这种需求”。

客人住店期间，鲍培钧也兼任向导，他带着客人
在村里体验当地日常生活。民宿之内，当地好客的风
俗也得以呈现：客人可以品尝到主人亲手制作的各类
饮品，在办理退房时还能收到一份伴手礼——来自陈
家铺的特产。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不少住过“春晓”的
外地人已经成了回头客。

年轻人开民宿，早已不是新鲜事。除了鲍培钧这
样的本地人，也有被当地创业环境吸引来的外地青
年。4年前，27岁的王思超怀揣民宿梦想来到陈家铺，
创办了“山耶云耶”民宿，还得到了松阳县农业农村局
的 14万元补助。

如今，陈家铺民宿产业风生水起，无论是鲍培钧
还是王思超，都乐于经历这些变化。在他们看来，政
策扶持是引发青年创意的关键所在，“否则年轻人空
有想法，很难落地”。

在四都乡，鲍培钧、王思超背后是一个庞大的青
年群体。“比起城市，正在成长的网红乡村更能吸引向
往松弛生活、乐于创业创新的年轻人。”记者从四都乡
了解到，从 2016年开始，陈家铺村先后引进了先锋书
店、飞茑集等项目，并统一流转闲置的农房、山林、田
地等资源开发运营。

“有形之手”赋予山水空间以触之可及的变化可
能性，于是，年轻人开创一个合心意的业态，就像是寻
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于此的不只是诗和远方，还
有人与人，这才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经营乡村

年轻人相聚乡村是一个开端，更是一种趋势。不
安于现状的村庄，也在思考如何借助青年之力实现从
乡村建设到乡村运营的转变。

走进新兴镇内孟村，目之所及皆是风景：人工湖
碧波荡漾、鱼群嬉戏，堤岸绿树成荫，湖心岛上青草如
茵……游人漫步在湖边、桥上，宛若一幅淡雅的水墨
画。

记者了解到，内孟村十分重视美丽乡村建设，
2019年以来多次进行村庄环境改造，才有了眼前的美
丽景象。

村庄环境变美了，当地人反而不再满足于眼前的
安适。“乡村要振兴，不能只停留于草木山水的表面，
更要科学谋划、整体推动，以现代企业思维经营乡
村。”于是，在“有形之手”的牵引下，古市镇青年黄晓
东来到内孟村开发旅游项目。

在回乡创业之前，黄晓东一直从事体育教育行
业。2020年回到松阳后，发现松阳民宿行业发展迅速
已经形成较大规模。他从民宿管家干起，逐步深入乡
村文旅产业。去年 7月，内孟村通过招商引资，以全方
位的扶持政策与黄晓东合作成立了“松阳寸寸山河文
旅有限公司”。“半山度·梓里”是内孟村与黄晓东合作
打造的第一个文旅项目，以此为平台，依托内孟村良
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广大游客提供餐
饮、自然教育、亲子活动、团建活动等服务。

一子落，全盘活。在内孟村，青年与乡村的“双向
奔赴”不仅为当地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活力，更是把年
轻人吸引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半山度·梓里”
开业以来，先后组织各类文旅体验活动近 70场。在此
期间，黄晓东还利用村庄闲置土地举办农耕教育、农
耕体验活动，在孟氏宗祠引入乡村书屋与咖啡店，让
闲置资源得以盘活。

“半山度·梓里”的诞生，只是内孟村迈向共同富
裕的“先手棋”，借助这一平台不断丰富乡村业态才是
长远目标。

作为内孟村未来整村开发的主要经营方，黄晓东
已经着手规划蓝图。他打算在今后几年里在“半山
度·梓里”启动研学项目，将村内的古道、茶山、孟子文
化等充分开发利用，并通过招商引进乡宿、乡食、乡娱
等业态。

“乡村要发展，必须有特色产业，但在农村，懂经
营、会管理并能把产业做大做强的人才太少了。”共青
团松阳县委副书记叶海飞告诉记者，村干部善于管理
村庄内部事务，但并不一定擅长市场运营，“需要专业
的经营人才把产业做出色，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把乡村的价值做出来，实现二次转换。”

布局业态

戴上华丽头饰，穿上特色古装，行走在村落中，在
摄影师的镜头里与古村的黄墙黑瓦、一草一木完成一
次跨越岁月的留影；拍完照，坐在咖啡馆的窗前，与村
民闲谈、看夕阳西下，让晚风带走工作的烦恼……

这是“90后”青年薛程琦在三都乡杨家堂村打造

的消费场景。村民与咖啡，古村与旅拍，传统与现代，
看似不搭界的几对关系，因为年轻人的加入而打破边
界。

2022年，工程设计公司负责人薛程琦，因接到合
作方的设计邀约而与松阳结缘。对古建筑充满感情
的他，第一站便来到了杨家堂村，站在村口的夫妻树
下，他直言“被保存完好的夯土老屋深深震撼”。

此后，薛程琦上网了解了松阳“拯救老屋行动”，
得知当地贯彻“活态保护”思路时，萌生了在杨家堂村
投资创业的想法。巧的是，薛程琦承租的许多房子
中，有 5栋都因“拯救老屋行动”而得以完整保存，“这
更坚定了我在松阳投身乡村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与都市生活相比，薛程琦更喜欢乡村远离城市喧
嚣的安静，但他同时认为，乡村生活不该与“现代感”
脱节，而是要“在便捷完善的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当时，杨家堂村已有 5家民
宿经营主体，于是，薛程琦决定先做一些更适合打卡、
更能引流的配套业态。

去年 5月，通过修缮村内老屋，薛程琦在杨家堂村
开了第一家门店“南设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保留了
原有的夯土房结构，让咖啡的“舶来范儿”与村里的

“原生古朴”相得益彰。
在经营乡村咖啡馆的过程中，薛程琦还融入了社

交媒体的新玩法，借助小红书、抖音等自媒体平台让
南设咖啡馆火爆出圈，创下了节假日“日销 600余杯”
的纪录。

在第一家门店得到市场的积极反馈后，薛程琦开
始筹划增加多种业态，挖掘更多客源，让游客在村里
停留的时间更长。于是，“南设食肆”餐厅、“松阳印象
馆”文创店和“樟里旅拍”旅拍店相继开业。

眼下，薛程琦正准备开办一家书店和一家民宿，
为来到古村的游客打造更多消费空间，“也希望让更
多人知道，年轻人到乡村创业是一件很‘潮’的事。”

为了鼓励更多有情怀的年轻人来乡村谋发展，共
青团松阳县委结合“三支队伍”建设，发起了“古村落
青年成长计划”，为有资金需求的优秀创业青年申请

“浙里青年携手共富基金”，并在今年联合多部门发起
“青年小店UP计划”，在全县寻访 100家青年小店，并
择优选择 20家作为重点培育对象，为其免费拍摄专属
推荐视频，邀请百万网红达人探店引流，符合条件的
小店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培训补贴
等。

乡村创业环境的日益改善，
提振了青年对乡村的信心，也使
青年返乡有了更多理性的动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
则在快节奏生活中产生了强烈的

“第三空间”需求。贴近自然、人
文、情感的乡村，正好能让他们暂
时脱离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在青年的视
界中，来到业态丰富的乡村，就等
于迈入了他们所期待的，有品质
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