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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壶镇这棵“工业大树”，前路乡并没有被遮
住阳光，反而在树荫下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空间——
以“茭鸭共生”的农遗复兴实践为起点，通过数字赋
能、模式革新与文旅融合，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
特色产业引擎。

数字化“养鸭”实验，老传统焕新生

“茭鸭共生”说白了不复杂：在茭白田里养鸭
子，鸭子吃害虫、鸭粪养茭白，是一种天然循环的
农耕方式，已有上千年历史。但在过去，它只是村
民赖以为生的朴素技艺。前路乡做的第一件事，
是让这套系统“上云”。他们给鸭子建起了直播系
统，让城市消费者通过小程序养“自己的鸭”，还能
看到鸭子每天的生活。这种“云养鸭”的方式，重
新建立了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鸭子不再
只是产品，而是变成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生产与
消费的一个载体。

建链补环，“不卖原材料”的村庄

做农业，最怕“丰产不丰收”。茭白成熟的时
候，价格往往大跳水，村民种得越多亏得越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路乡建起了一个能储存50
万斤农产品的智能冷库，用来错峰销售。前路乡
还在建农事服务中心，把种植、加工、品牌推广集
中打包，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如此一来，农
民不再是被动“卖原材料”的角色，而是产业链的
一部分，有了定价权。冷库还为低收入家庭免费
开放，帮助他们抵御风险，真正做到“共富”。

重构乡村价值，汇聚创新要素

跳出农业做文旅，前路乡的尝试显得有些
“不走寻常路”。他们设计“机车麻鸭”文创产品，
又邀浙江理工大学设计青年旅舍、引入数字游
民，打造青年创客基地。传统农耕的符号，变成
了潮流文化的一部分，也让前路这个名字被更多
人记住。有意思的是，这些设计师和青年创业者
不只是“游客”，而是真的留下来“住一阵”。他们
在茭白田边远程办公、做项目，也在思考如何让
设计服务于乡村。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想法，也带
来了流量和资源。

站在“大树”旁，长出自己的样子

发展不一定要拼“谁更快”，关键是找到自己
的生态位。哪怕地处偏远，也可以有创意、有温
度、有活力。前路乡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
不能靠简单模仿，也不是单纯的流量变现，而是
一场对“本土性”的重新理解和激活。当我们讨
论乡村的未来时，不妨多看看这些安静却坚韧的

“试验田”——它们或许不会一夜爆红，但会慢慢
长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样貌。

偏远山村破局的
四大启示

本报记者 张李杨

在缙云县前路乡，一只鸭子正在改写传统养殖业的叙事。
水口村的茭白田里，鸭群巡游、觅食、戏水，一切看似寻

常，却又不那么寻常。田间一米高的木制“豪华鸭舍”里装着
摄像头，鸭子的起居、饮食、玩耍的画面被实时传到“认养人”
的手机上。有人给它们起名“数字鸭”——不是某个新品种，
而是一种将千年农耕方式与数字技术打通的尝试。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乡村网红”故事。前路乡以入选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茭鸭共生”系统为契机，正在进行一场
更大的乡村实验：数字化如何介入传统农业？千年农遗如何
变成现代产业？

这场实验不仅改变了鸭子的生活轨迹，也重塑了农民与
土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千年前的生态共生，到今
天的“云养鸭”，“认养一只鸭”的背后，除了新奇的消费体验，
还有乡村试图打破传统农业低附加值困局的创新探索。

在“云”上养鸭，在田间种未来

5月的水口村，茭白田一片碧绿。风吹过，茭叶摇曳，一群
麻鸭在茎秆间穿梭觅食，不时溅起水花。村民汪干红经过时，
鸭子被惊起，扑棱棱掠过水面，水珠洒在正在抽穗的茭白上。

“它们可是‘田管家’呢，既吃虫又施肥，省了我们不少
心。”汪干红向记者算了算账：农药、肥料和人工投入降低了，
茭白的产量提高了，亩均增收超过了 2000元。

“茭鸭共生”是缙云的古老农遗，当地人早就知道“鸭子能
帮忙干农活”。但如今，这一套不再是“老把式”，2023年 4月，

“浙江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核心示范区落户水口村，村
里建起了 9座风格各异的“豪华鸭舍”，有的叫“晓春居”，有的
叫“戏水居”，鸭子不光有房住，还成了“数字公民”——健康状
况、活动轨迹一览无遗。

乡强村公司还搭建起一个数字平台，叫“茭鸭共生农
场”。打开小程序，鸭子吃饭、散步、打架、下蛋，全都在线直
播。每只鸭子都有“身份证”，可以被认养、被“投喂”。有年轻
人说，“比看剧还上头，鸭子太有生活了。”

认养一只鸭子要 298元。第一次投放，300只鸭不到几天
就认养一空。有网友留言说，“我就是它云端的妈妈。”不仅是
情感连接，项目还实实在在带来了收益：这一波操作不仅给村
集体带来近 9 万元收入，还吸引了 2000 多名游客来现场“打
卡”，顺带消费了 5万多元。

这个项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水口村通过“党支部+强村
公司+农户”的模式，流转 50 亩闲置田地，一边复耕，一边试
验。强村公司还联合农科院，边养边采样做实验，推动“茭鸭
共生”从经验走向标准化。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养几只鸭子”的事儿。这个系统
绑定了民宿、文创、农产品销售，是一次围绕“茭鸭”IP做的全产
业链设计——从养殖端的数字化，到消费端的品牌化，它试图回
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乡村如何靠自身优势突围？

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辐射周边村，带动了 2000多人就业。
有人在基地上班，有人搞视频剪辑，也有人开起了农家乐。鸭
子不只是鸭子，它成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一种让土地、人、产
品和消费社会重新组合的媒介。

“我们打造的核心示范区不仅能直观展示“茭鸭共生”系
统，还可以配合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完成试验任务，为模式推广
提供数据支撑。”水口村党支部书记应志达自豪地说。

冷库里的茭白，也是“热经济”

入夏后，前路乡的近 3000亩茭白田里热闹了起来。
村民陆会希弯着腰，双手熟练地从泥里刨出一株茭白，茎

身粗壮，色泽饱满。他今年种了 10亩，“正常年景下，亩产值 2
万元不在话下。”但话锋一转，他也皱起了眉：“现在每公斤价
格才 3元，划不来。”

在前路乡，种茭白不只是看天吃饭，也要看“行情”。今年
春天，广东的茭白长得慢，错过了上市节奏，正好和缙云的茭
白撞期。供大于求，价格自然走低。“这生意跟炒股似的，一天
一个价。”陆会希干脆把自家茭白送到了村里的冷库，“等广东
茭白卖完了，我们的茭白说不定就能涨一两倍。”

说起这个冷库，村民都夸它是“救市神器”。去年，前路乡

强村公司新建了一座智能冷库，最大储量 50万斤，一下子提升
了全村的“抗跌”能力。1500立方米的空间埋在地下，墙面一
圈圈密封着保温泡沫，一进门就是刺骨的冷气。数字温控系
统把温度锁在零下 2摄氏度，稍有波动，管理员的手机就会自
动报警。

“不单是保冷，关键是冷得稳、成本低。”负责冷库运营的
赵勇进说。作为强村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他既要为村民守好
利润，也得让强村公司有账可算，“每公斤茭白的冷冻费不到
0.2元，这价格一出，周边村都来找我们冻货。”

账怎么算都合适。去年茭白集中上市，价格跌到每公斤 2
元，陆会希舍不得卖，便存了一批，一个月后价格涨到 7 元，

“0.2元的冷藏费，换来了 5元的利润，谁不愿意？”
但冷库不只是一门生意。作为共富工坊，它也像个“帮扶

平台”。对于低收入和低保户，冷库提供免费冷藏服务和上岗
机会。70多岁的陆葛松成了“库管工”，帮村民卸货打包，每天
能挣 100多元“薪水”。

如果说冷库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么前路乡真正瞄准的是
一个更大的闭环：让整个茭白产业，从种植到销售，都在村里
完成。

现在，前路乡正在建设一个名叫“前路乡蔬菜农事服务中
心”的综合农事服务体，致力于集聚六大功能：数字茭白、农技
服务、农资配送、农机维修、冷链仓储、农产品营销，建成后每
年分拣加工、冷藏仓储、运输销售茭白达 5000吨以上、处理废
弃物 500吨、培育 1个以上农产品公用品牌，还能形成一个围
绕茭白的就业生态。

这意味着前路乡的茭白，不再只是地里的一根蔬菜，而是
一整条产业链的核心。

鸭子骑哈雷，茭白在追风

谁说农遗不能潮？头盔一戴，墨镜一甩！一只麻鸭“骑”
上哈雷摩托车，在一片虚拟田野中狂飙，它身旁，一颗圆滚滚
的茭白撒开小短腿猛追，头顶茭叶颤颤巍巍，气势不输轰鸣的
引擎。

这款冰箱贴成了“茭鸭共生”IP的代表作之一。除了“高
调卖萌”，它也在尝试一种新叙事：共生农业也能“很野很潮”。

冰箱贴一上线，“云养鸭”小程序立刻挤满下单者。一起
上架的还有笔记本、鼠标垫、保温杯、雨伞等 20 多款“茭鸭共
生”文创产品。原本只属于田野和地方标志的符号，经过设计
师的手，被重新定义为青年文化的趣味象征。

这场跨界合作并非一时兴起。作为浙江理工大学前身
“浙江省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在抗战时期的“流亡办学”旧
址，前路乡与浙江理工大学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和高频互动，
合作筹建“前路乡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抗战‘流
亡办学’校史馆”，每年都会迎接无数理工学子前来“寻根”。

这份关系不只体现在历史纪念馆，也在现实场景中延伸
出新的可能。在前路村，纪念馆旁有一幢造型独特的 3 层小
楼，是由浙江理工大学设计专业学生操刀设计的“浙理前路青
年旅舍”。建筑风格朴素中带着实验意味，像是一场对乡村美
学的创新解读。

而这家青年旅舍，如今成了数字游民的新据点。只要一
根网线和一台电脑，他们就能在这里办公、生活、拍视频、开项
目。一些工作室已经和当地农旅项目对接，试图探索农业 IP、
数字内容和乡村场景之间的融合方式。

“茭鸭共生”带火的不只是文创，连最偏远的大集村也借
势翻红。10年前废弃的茶厂，如今改造成了集住宿、会议、餐
饮为一体的“茶博馆”。每到节假日，茶山上不再只有茶农在
种茶、菜茶，还有游客在喝茶、拍照、发朋友圈。

村民杜干满和妻子原本在外地开餐馆，如今回乡接手茶
博馆的餐饮业务。“以前炒茶靠力气，现在泡茶靠文化。”他说
得轻描淡写，背后却是整个乡村业态的自我升级。

在前路，乡村振兴是一连串“嵌套”的过程：从茭白田里的
生态系统，到文创品的视觉叙事；从直播里的鸭子，到线下体
验的旅社、茶馆和餐桌。这些看似无关的场景，通过一个“共
生”理念串联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可以感知、参与、消费的完
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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