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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镇“破圈”的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程乙颖

站在龙舟前，手持朱砂笔，在龙头上轻点“龙眼”，数字技术瞬
间带你穿越至南宋，仿佛置身瓯江龙舟赛的激烈现场。自今年端
午节以来，青田船寮镇的龙舟元宇宙馆成了热门打卡地。通过
AR技术和数字人，游客可以在此体验瓯江的波涛汹涌、古镇的悠
悠岁月。

这一切的背后，是船寮镇正借助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发展。
元宇宙馆的“鼓动时空”“宋樟祈福”“游园射箭”等数字交互体验
场景，让乡村故事得以生动呈现，创造出全新的旅游方式。

事实上，新科技嵌入农文旅产业的创新探索，正在改写这片
古老的土地。通过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将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
文相融，船寮镇的实践展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模式的乡村振兴之
路。

数字龙舟“划”到海外

“我在西班牙看过中国朋友组织的龙舟比赛，也会去现场感
受氛围。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节，感觉完全不同。”尽管端午
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但阿尔格拉格尔回到西班牙与朋友们分
享中国之旅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早晨 7点，阳光透过洪府前村千年古樟茂密的枝叶洒在地面
上。打开手机扫描古樟旁的二维码，轻触屏幕上的 3D古树模型，
一个健康符便从地上缓缓升起挂在了树枝上。

而在古樟树浓荫的掩映下，更令人惊叹的科技体验正在龙舟
元宇宙馆内呈现。步入馆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长约 3米、
气势磅礴的龙舟头。它并非寻常展品，而是经过精心改造、融合
现代科技的作品。

龙舟头暗藏玄机：“眼睛”“天庭”“鼻子”“口利”“龙角”这五个
关键部位都嵌入了精密的感应器。当游客拿起特制的毛笔，轻轻
触碰这些部位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前方巨大的显示屏上，动
态的水墨笔触逐渐晕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乘风破浪”“福
泽绵长”“锐意进取”等饱含祝福的点睛词，伴着模拟朱砂落笔的
声效和光影效果，逐一浮现。

“过去，龙舟的点睛仪式每年只有一次，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而现在，借助数字化技术，这一仪式变得随时可以体验，让祈福的
心意和文化的传承能在每个瞬间延续。”船寮镇镇长孙敏说。

这尊龙舟头只是数字科技之旅的序章。紧接着，是龙舟鼓体
验区，它将游客的感官体验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这里，游客可以
手持鼓棒，面对播放着激烈龙舟竞渡场面的大屏幕。鼓声、划水
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随着游客不断击打，动作捕捉系统会精准
识别鼓棒的轨迹与力度，屏幕中虚拟的鼓槌也会同步敲击。

阿尔格拉格尔对此惊叹不已：“当我闭上眼全力击鼓时，鼓
声、水声、呐喊声扑面而来，我几乎感觉到水珠溅到了脸上！科技
让古老的龙舟竞赛变得这么逼真，简直是身临其境。”

除了这些身临其境的龙舟互动，馆内还设计了多个富有创意
的数字化项目。比如，通过数字茶具，游客能了解中西方茶文化
的差异；拉动虚拟弓箭弦，便能体验古代狩猎的乐趣。这些互动
项目，通过芯片集成的各类传感器，借助声光技术将传统文化重
新演绎，带给游客一种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这场创新实践的意义超越了节日本身。在孙敏看来，传统文
化在现代社会的表达，不能停留在单调的展品和静态的回忆中，而
是要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每一段历史、每一项传统都能激发出新的
生命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共富花海“种”进人心

1000多杯咖啡、2000多个肉饼、3000碗馄饨。
这是洪府前村油菜花海一天的“带货”数据。这片由省级农

业专家团队量身打造的面积达 62亩的创意农业景观，正书写着
“一朵花带富一个村”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每年春天，洪府前村的田野里，油菜花如潮绽放，吸引成千上
万的游客前来打卡。村民陈友芬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她告诉记
者，每年赏花时节，亲朋好友都会来帮忙，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3000多碗馄饨。

陈友芬是在乡镇干部的鼓励下，在家门口设摊卖馄饨、烤麦
饼的。没想到，生意随花海一同火了起来，“做麦饼一天消耗 5袋
面粉都是常事。人多的时候，得排队一个小时才能吃到。”为了接
住这股流量，陈友芬计划明年再多支几个摊子，让每一个来看花
海的人都能品尝到她的手艺。

这种“家门口创业”的模式，正是洪府前村“以花为媒、产业嫁
接”的生动注脚——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村里将 210户零散农田
整合为连片花海，仅用 5天就完成播种，为后续产业链延伸奠定
了基础。

今年，洪府前村举办了第三届“花田送福·古韵悠长”花朝
节。结合传统民俗、花神巡游等互动内容，游客们不仅赏花，还沉
浸在一场国风之旅中。12 位身着汉服的“花神”手捧盛开的花
朵，缓步走入花海。她们头上簪着精致的花朵，手持祈福道具，为
游客送上祝福。这一场花神巡游，吸引了许多汉服爱好者前来参
与，村里的强村公司也看到了商机，在花海入口开设了汉服体验
馆，提供汉服租赁和妆造服务。

“汉服 88元，加上妆造 188元。”在体验馆里，工作人员陈站丽
笑着介绍，一天能租出 20多套汉服，而在挑选汉服和妆造的过程
中，体验馆每天还能卖出 1000多杯咖啡。通过这些细致的服务
和深度的场景再造，洪府前村成功激活了乡村的独特资源，创造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花经济”如今已成为洪府前村的“金名片”。花海不仅是自
然的馈赠，更通过精心设计和文化创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
源泉。通过这种创新，洪府前村正在逐步完成从传统农业到现代
乡村经济的转型。

特色农业播撒希望

天刚蒙蒙亮，尚都村连片起伏的绿意率先苏醒——在数百亩
毛豆田里，村民已经在湿漉漉的田埂上忙碌，熟练地拔除杂草。

43岁的包建敏穿梭在这片绿海中，摸了摸饱满的豆荚笑着
说：“再过半个月，‘沈鲜 1号’就能抢先上市。搭上错峰这班车，
每公斤售价能到 7.4元。”

“价格竟然这么高？”包建敏听出记者的疑惑，便带着记者走
进豆田。“这是丽水的好豆子，身价从来不低。”他掐下几颗豆，捏
在手心，轻轻吹去残留的豆皮，递到记者眼前，“你尝尝！这里的
水土养出来的豆子，色泽翠绿鲜亮，生吃都带着清甜的味道。”

这并非夸口。15年间，包建敏为种植毛豆倾尽心血。去年秋
收后，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开始思考，如何让这片土地在来年收
获更多？“尚都村海拔低，气温比长三角产区高 2摄氏度，这可是
天然温差。”包建敏在笔记本上反复计算，“选用生长期短的品种，
打好时间差，是破局的关键。”

于是，今年春天，包建敏设计了一张“豆田时差表”，把只需
90天就能成熟的“沈鲜 1号”播撒在海拔最低、气温回升最快的尚
都地块。他根据不同品种的成熟期特点，把毛豆分布在不同海拔
的梯田上。从低洼谷地到丘陵地带，每块地仿佛都设置了不同的

“生物闹钟”，让毛豆接力成熟。
这巧妙的布局成功将毛豆的黄金销售期从传统的夏季延长

至横跨 6 月至 11 月的长时间段。错峰上市，不仅避开了价格低
谷，也牢牢抓住了消费者的味蕾和市场空档。

同样充满智慧的产业选择，出现在华溪村。青田杨梅一度在
高端市场卖到每公斤 200元的价格，但华溪村的果农们并未盲目
跟风。今年，他们开垦了 80亩山地，种下的不是杨梅苗，而是来
自黔贵大地的优良李子品种——蜂糖李。

“杨梅行情虽然好，但果实太金贵，靠天吃饭的风险也很大。
一场风雨，可能就毁掉一年的收成。”64 岁的金水雄告诉记者。
他是村里的“水果大王”，与果树打交道几十年，深知土地与气候
的脾性，“蜂糖李皮实，去年两次台风过境，园里依然挂满了果
子。”他掰着手指算起了经济账，“丰产期的树，每棵能结 200公斤
果。按去年每公斤 16元的收购价算，每棵树能挣 3000多元呢。”

农人们的故事，正是“因地制宜”的典范。出于对这片土地的
深刻理解，让他们能在风险中找到机会，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稳定
的收入。乡村振兴的路上，正是这种从土地到市场的精心布局，
让农民们在市场浪潮中乘风破浪，走出了一条既稳健又创新的致
富之路。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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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船寮镇的创新实践并非简单
“嫁接”科技符号，而是以数字技术为
针，以文化体验为线，重新编织文化传
承的肌理。青田龙舟元宇宙馆内，当
游客以朱砂笔轻点龙舟“眼睛”“天庭”
感应区，饱含深情的点睛词随水墨晕
染于屏上，古老仪式由此鲜活平易；手
握真实的鼓棒破空击打，动作捕捉技
术则让眼前画面中的鼓槌同步敲响，
鼓点与水声裹挟着百年前的呐喊扑面
而来。数字赋能的核心非炫技，而是
将昔日须臵身特定时空、依赖繁复仪
轨 的 文 化 密 码 ，精 准 转 化 为 可 触 、可
感、可参与的日常体验。

传统文化常陷入“保护性冻结”的
困境，但船寮的突围昭示了破局之道：
从单向展示转向多向互动，从被动瞻仰
转向沉浸式体验。镇长孙敏所言“端午
应是奔涌的‘数字河流’”点明了传承的
关键——活力源于流动与碰撞。无论
是端起茶具即见中西方茶咖文化差异
的“古今茶咖”，还是拉动虚拟弓箭感受
狩猎之趣的宋韵游戏，芯片传感器与声
光技术的结合，使文化从博物馆的玻璃
柜中走出，在时光中续写新的故事。

数字技术不是冰冷的机器外壳，它
是唤醒乡土深处文化基因的催化剂。
唯有将这技术之“笔”饱蘸理解与温情，
方能为龙舟点睛，点活的不止是龙头，
更是沉睡于乡土深处的文化之魂。

传承之道不在固守，而在激活。船
寮镇的实践表明，当文化根脉遇见创新
表达，历史便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
成为充满活力的当代力量，为现代生活
注入新的创造力。

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
与创新表达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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