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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丽水古堰画乡

52赫兹社区发出了新一期

的数字游民招募——“5月，

生活交给山水，灵感交给邻

居”。作为莲都首个数字游

民社区，自去年底试运营以

来，已经吸引了上百名青年

到此共创共居。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社会观念的逐渐转变，

“数字游民”这一群体正以

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在丽水

亦是如此。数字游民作为

推动全球劳动力市场和生

活方式变革的关键力量，正

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

影响力。丽水也正敞开怀

抱，为全球数字游民们提供

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选

择。

向数字游民敞开怀抱
党报圆桌会

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雷宁雷宁 摄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基
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这一规
定既为基层干部划定了行为
红线，更为乡村发展提供了

制度遵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农
村干部更需以廉洁自律筑牢发展根基，以清风正
气滋养乡村沃土。

以理想信念铸就政治品格。从井冈山的星
星之火到延安窑洞的如豆灯光，从兰考治沙的焦
桐挺立到小岗改革的红印生辉，历史反复证明：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当前，
个别地区出现的“微腐败”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理
想信念的动摇。农村干部要自觉传承“半条被
子”的为民情怀，弘扬“红旗渠”的奋斗精神，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淬炼党性修养，在为民服务实践中
砥砺初心使命。

以纪律规矩锻造清廉本色。该《规定》明确
的多项“不准”，既是约束更是保护。要始终做
到：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杜绝“微权力”滋生“微腐
败”；决策过程民主规范，防止“人情章”变成“利
益链”；村务监督全程覆盖，避免“小漏洞”酿成

“大问题”。农村干部当以“堤溃蚁孔”的警觉防
微杜渐，以“气泄针芒”的审慎严于律己，真正把
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廉洁建设需要
破立并举：破除“天价彩礼”的陋习，树立婚事新
办的风尚；摒弃“人情债”的枷锁，培育邻里互助
的真情；抵制“大操大办”的铺张，崇尚勤俭节约
的美德。要学习浙江“村民说事”的民主实践，借
鉴山东“儒家讲堂”的文化浸润，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农村干部要争当移风
易俗的示范者，以优良党风带动文明乡风。

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廉洁从政最终
要体现在为民服务上：在陕西安康，“廉政灶”吃
出了干群鱼水情；在湖南苗乡，“监督哨”守住了
扶贫资金池；在山东寿光，“蔬菜账”盘活了沃野
春潮，托稳了百姓菜篮子。这些生动实践告诉我
们：清廉如沃土，唯有深耕细作，方能孕育希望；
担当似甘霖，唯有润物无声，才能收获硕果。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的“硬实力”，更需
风清气正的“软环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农村
干部要以《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为
镜，既做产业发展的“领头雁”，更当廉洁自律的

“排头兵”，用“清风两袖朝天去”的操守、“一枝一
叶总关情”的情怀，在广袤乡村绘就“廉花盛开、
硕果满枝”的壮美画卷。

守廉洁之本 筑振兴之基
彭宇

近 年 来 ，
灵活舒适且不
用“人挤人”的
自驾依旧是出

游热门之选。从今年“五一”旅游市场中，小众
目的地热度暴涨可见一斑，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
是游客对“人山人海”的集体逃离，更是一场关于
旅游消费价值重构的静默革命。当“小众目的地
热度暴涨 200%”“自驾游热度涨 70%”成为关键
词，当重庆奉节、山东菏泽、甘肃甘南等冷门城市
异军突起，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从“打卡式观光”
到“体验式生活”的深刻转型。

如今，中国游客的消费心智已悄然成熟，曾
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念，正被“不挤不贵才
舒坦”的理性取代。马蜂窝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55.9%的游客选择提前 10 天预订行程，这一
行为看似随意，实则暗含对“机票跳水”“酒店尾
单”等价格波动的精准预判。游客不再迷信热门
景区的光环，反而对“日照躺平看海”“甘南藏地
徒步”等低密度、高性价比的体验趋之若鹜。这
种转变既是“人挤人”教训后的应激反应，更是旅
游消费从“面子导向”到“里子优先”的理性回归。

值得关注的是，小众目的地的突围并非仅靠
“人少”标签，文化内涵的挖掘才是真正的胜负
手。重庆奉节因“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意走红，
菏泽凭借千年牡丹文化节吸引客流，涪陵816 核
工程遗址以工业遗产的硬核叙事撬动年轻群体
市场——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新趋势：游客对文
化体验的需求已从“拍照打卡”升级为“价值共
鸣”。当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去过”，而是“懂
得”，目的地的文化叙事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市场
生命力。

“五一”旅游市场的躁动，恰是中国旅游消费
升级的缩影。当游客开始用脚投票，用理性选择
对抗“人从众”焦虑，用文化共鸣替代盲目跟风，
旅游业已步入“用户主权时代”。未来的赢家，未
必是资源最丰沛的目的地，而是那些能讲好故
事、做好体验、平衡好冷热节奏的破局者。毕竟，
旅游的本质终将回归于人的真实需求——不是
逃离生活，而是发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小众游折射新消费
王志顺

数字游民与丽水的相遇，不仅仅是
简单的“外来融入”，而是一次相互激
发、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当丽水的山
水好物被人们所熟知，当契合数字游民
的专项政策发布，人才在这里实现了随
往随迁，柔性驻留；沉睡资源被深度开
发，高效配置；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业态
的丰盈充实，产业迭代升级。

人才反哺，乡村活力再现。曾几
何时，走出农村，到大城市去，是每一
个乡村青年努力的目标。多年的城镇
化发展，让乡村人才外流成了现实难
题。数字游民的反哺，让新时代青年
和乡村山野有了全新的链接。在丽
水，改造后的传统民居成为了共享办
公空间，从事设计、编程、新媒体等职
业的“游民”，可以不受空间限制，阶段
性入驻乡村办公，甚至在乡村找到了

工作的灵感和机遇。一方面，因为他
们的到来，乡村民宿、咖啡馆等迎来了
更多客源；另一方面，入驻的数字游民
或通过线上业务为当地农产品带货，
或通过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当地乡村发
展提供解题逻辑和解决方案。这种

“半定居”模式既避免了传统返乡创业
的高门槛，又激发了持续的人才“浸润
效应”，乡村活力再现。

激活资源，闲置要素再造。数字
游民是盘活存量资源的天然媒介，随
着数字游民的不断涌入，乡村的闲置
资源被激活。在空间属性上，丽水一
些民宿或者闲置农房，开始“变身”数
字游民社区；在内容呈现上，一些景
区或者街区，开始创新融艺术、旅居、
文创等为一体的“理想艺站”。通过
搭建办公、居住、社交等功能融合的

“数字空间”，盘活存量的重点落在了
发挥好本地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上，乡
村闲置农房通过轻量化改造成为创
客空间，城市存量建筑则转型为复合
业态载体。这种资源激活不是简单
叠加，而是通过数字游民的媒介作
用，让数字游民自带的“云端经济”与
在地资源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实现
城乡要素的有机重组。

动态叠加，城乡业态迭代。在创
造性的变革中，“1+1”往往产生大于2
的效应。数字游民带来的人才集聚
和资源激活，催生城乡业态的进一步
迭代。以数字游民社区为例，在复合
空间里，实现了“工作+生活+消费”的
新场景，打破了传统商业的空间区
隔；在这里，时间也被重新定义，凌晨
的咖啡厅“变身”办公区、农家乐也可

以开视频会议，营业时间灵活自由。
同时，消费者即推广者，数字游民的
深层在地体验，恰似一张张在线实时
好评的“邀请函”。而由其携带来的
互联网思维，既可推动农产品的品牌
化，也让服务业更具契合年轻群体的

“网感”。类似数字游民社区的新业
态，超越了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在
思维方式和运营模式的动态叠加中，
迎来了城乡业态“1+1＞2”的迭代。

丽水诚邀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的逻辑
背后，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共荣共生。
数字游民如同活跃的催化剂，其价值不
仅在于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在于催
生了一种可持续的城乡互动机制。当我
们抓住了数字游民的浪潮，打造更多让
数字游民向往的栖息地，也就能实现“诗
和远方”与“创新发展”同频共振。

与数字游民共荣共生
余庆

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
游民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数字游民作为新兴群体，逐渐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潮流，丽水凭借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人文环境，打造
独具本地特色的数字游民社区，成为
吸引数字游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数字游民社区的吸引力在“人才
聚集”。数字游民群体本身是一群富
有创造力、追求自由和多元生活方式
的人，他们不受传统工作模式的束
缚，通过网络实现移动化办公，可以
在任何地方自由工作和生活。丽水
数字游民社区为数字游民提供了一
个理想的聚集地，不同背景、不同领
域和文化特性的数字游民在这里形

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生态系
统。数字游民之间以开放合作的姿
态相互交流，碰撞出更多的创意火
花。社区依托乡村创造社交，形成人
与人的链接，实现乡村的能级提升。
这种人才的汇聚效应，为丽水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字游民社区的吸引力在“创新
创业”。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并非孤
立存在，而是与本地的创新创业环境
深度融合。社区为数字游民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和平台，助力他们将头脑
中的创意转化为现实的创业项目。
这种“数字游民社区+创新创业模
式”的创新做法，极大地激发了数字
游民的创造力和创业热情。他们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
式，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大胆
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

数字游民社区的吸引力在“双向
赋能”。数字游民社区构建了青年创
意力量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平台。丽水数字游民社区与本地特
色产业结合，形成多元化的经济模式
能够为游民提供更多的合作与发展
机会，具有长期吸引力。丽水建设数
字游民社区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秀
美的生态资源是天然的流量密码，地
处长三角区位更是加分项。数字游
民社区是“纽带”，让志同道合的年轻
人共居、共享、共创，成为当地经济新
活力、人才导入和技术支持的新“端

口”。数字游民社区的建设不仅促进
数字游民自身的发展，也为当地经济
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丽水打造不同层次、不同主题的数字
游民基地（社区）生态，通过“乡村合
伙人”“社区运营师”等共建共创模
式，吸引多元行业青年。

数字游民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套
利”，而是和当地居民打造共生共创的
生活美学，在现代生活里开辟一种青年
可持续的生活模式。丽水在全域营造
支持数字游民的氛围，抢抓风口，通过
举办相关活动、发布系列支持政策，让
更多人才、项目、创意留在乡村、赋能乡
村，将进一步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
乡村独特优势、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破解数字游民社区的吸引力密码
丁宣尹

从古堰画乡 52 赫兹社区到缙云
溶江乡新西坑村云栖客栈，再到遂昌
湖山老街 Cohere 社区……近年来，
丽水以独特的山水禀赋和创新生态，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将“工
位”搬进绿水青山，体验着诗意栖居
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另类生活方式，
也为丽水发展带来新气象。如何持
续做好引留数字游民大文章？笔者
认为，应围绕政策引导、环境优化和
产业支撑三个维度，奏好“引凤”“筑
巢”“育林”三部曲。

以“ 引 凤 ”之 策 ，广 纳 四 海 英
才。政策是吸引数字游民的关键要
素。丽水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
民发展八条措施》，从支持数字游民
来丽和基地（社区）建设及运营等方
面，构建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

以真金白银、真情实意向全世界数
字游民伸出橄榄枝。要确保政策的
有效落地和持续优化，一方面需加
强宣传力度，通过数字游民社区平
台、垂直领域 KOL、国际性行业峰会
等线上线下渠道，多形式展现丽水
政策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要注
重跟踪评估，建立完善政策跟踪机
制，定期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收
集数字游民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和
完善政策内容，确保政策始终与人
才需求同频共振。

用“ 筑 巢 ”之 智 ，营 造 理 想 栖
所 。 吸 引 数 字 游 民 不 能 止 步 于

“来”，更要着眼于“留”，要打造“工
作+生活+社交”三位一体的高品质
生态圈。在硬件方面，推进城乡 5G
网络全覆盖，建设智能化共享办公

空间，配套建设数字游民服务驿站；
在软件方面，创新推出“一码通游”
数字服务平台，集成政策咨询、政务
代办、创业孵化等多元功能。同时，
打造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等公共空
间，如布局咖啡馆、共享书吧、民俗
体验店等社交空间，丰富数字游民
的休闲生活。此外，还需营造有温
度的社区文化，加强数字游民与本
地社群互动交流，增加社区归属感
和文化认同感。只有友好的居住环
境、高效的政务服务、丰富的社区活
动等，才能为数字游民带来“此心安
处是吾乡”的美好感受。

以“育林”之道，厚植产业沃土。
既要安居，又要乐业。产才融合才是
可持续发展之路，要让数字游民和当
地发展语境有机契合，着力构建数字

游民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的产业生
态。重点培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吸
引相关企业和项目入驻，为数字游民
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项目合作可
能。同时，着力搭建产业交流平台，
根据丽水地域特色，重点围绕 IP 共
创、数字共创、乡村共创三个方向，开
展文创、手办合作开发与营销等，推
动市域青年企业家与相关产业数字
游民在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视频直
播等产业合作共赢。

做好引留数字游民大文章，以
“引凤”之策构建人才磁场，以“筑巢”
之智打造宜居环境，以“育林”之道培
育创新生态，让丽水成为真正的“数
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让更多“数
字候鸟”在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上筑巢
安家、振翅高飞。

奏好“引凤”“筑巢”“育林”三部曲
王秋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