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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模式创新：
以镇带村打造村镇共同体

春日清晨，浙江省湖州市
莫干山民宿区内，人没醒鸟先
叫，推开窗户，扑面而来的是清
新的空气，远处的青黛山色尽
收眼底。

“没有了城市的喧嚣，这样
的日子多美好啊。”上海白领小
周住在一家名为原舍怀谷的
民宿内，享受着生命中的宁静
时刻。

10年前，上海世博园区景
观工程总顾问朱胜萱来到湖
州，在德清县莫干山内设计建
造了小周住的这家民宿。从那
以后，这位城市建筑师把目光
转投向农村，从莫干山出发走
向全国，开启了他的乡村创业
之旅。

10年后，朱胜萱的身份已
经变成了乡伴文旅集团董事
长。“企业能走过这10年，我想
大概是手持一把‘设计改变乡
村’的理想之剑，它助我们一路
披荆斩棘。”

在多年的乡村振兴实践
中，朱胜萱发现，村庄基础设施
不足严重影响乡村发展，单个
村庄体量限制自身投资回报的
发展能力不足，绝大多数村庄
集体经济薄弱、用地局限、区域
影响力差。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非
常繁华的小镇。我8岁那年它
被撤乡并镇，之后一下子走向
了衰落。”儿时的经历和从业实
践引发了朱胜萱的思考——乡
村振兴，能否“跳出乡村做乡
村”，先在镇上做文章？

3月17日，在南浔区练市
镇布谷里文化商业街区（以下
简称布谷里），上述创客大会的
分论坛正紧锣密鼓地召开。中
国城市报记者在布谷里看到，
各种业态在此叠加——火锅
店、儿童乐园、小城书店、小剧
场、特色餐饮……记者在采访
中还了解到，这里经常在节假
日举办包括文化美食市集、沉
浸艺术展、知识科普博物、儿童
剧演绎、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这些“软硬兼施”的改造，
为小镇的后续发展创造了合格
的条件，在形式上与城市生活
接轨；在给当地村民提供生活
便利的同时，也给返乡青年提
供了精神空间。

布谷里的改造和运营方，
就是朱胜萱团队。

去年末，经历过疫情大考
的朱胜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将公司总部从上海迁移
到湖州市南浔区。在他眼里，
这次阵地转移就像是“第二次
创业”。

“10年后，我回到了我起
飞的地方。”朱胜萱说，“疫情在
倒逼从业者思考，什么才是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我认为，唯
有创新才是企业持续走下去的
倚仗。”

回到湖州的朱胜萱，首先
便带来了他对于乡村振兴的新
思路。朱胜萱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布谷里实则是在践行“以
镇带村”新模式，即把精力和资
金先投入到中心村、乡以及老
集镇更新，借助遗留的存量土
地和建筑物，通过改造更新利
用激活存量带增量，将其做成
拉车的“头马”。

“我们想通过兴镇带村，改
变原来只关注单独村落的态
度，放大思考和统筹的区域，把
视野放到镇村联动、城乡融合
的新路径上。”如今，如他所构
想的那样，小镇通过硬件和软
件更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
了连接城和村的重要纽带。村
里的老人小孩来了，城里的创
客青年也来了。人来了，就有
希望；人心中有希望，一切期许
都有可能实现。

人员创新：
引来城市人 带动村里人

现如今，越来越多像朱胜
萱一样有情怀、有理想的创客
群体投身乡村，用新理念、新技
术推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让
双创种子在广袤乡村大地上结
出丰硕果实。

“现在城市很难看到星星

了，我们总会怀念小时候在乡
下，能看到满天的星星。但现
在农村的‘星星’也在城市的光
照下黯淡了，我们就来做那个

‘擦星星’的人。”北京安哲建筑
设计创始人王求安的一席话，
表达了众多乡创者们的心声。

王求安也是主张用设计赋
能改变乡村的乡创者之一。之
所以选择从创意设计入手，是
因为在王求安看来，创意设计
不仅在物质层面赋能，更是一
场系统的乡村教育工程，在打
造地方文化品牌和理想生活方
式的过程中，不再单纯以城市
风貌作为衡量标准，在此过程
中村民审美逐渐提高，增强对
乡村家园共同体的认同感，使
乡风文化正气固本。

“乡村不仅要设计好，也要
建设好；不仅要建设好，更要利
用好。”侬乡设计研究室创始人
李逸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商业
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的
认同。秦朔提醒，乡村已经不
缺“容器”，缺的是“容器”里的
内容，以及运营这些内容的人。

人还能从哪里来？“我们
坚信，以村民为主体才是当下
正确的乡村振兴模式。”王求
安说。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和旅游
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易开刚建
议，政府层面，可以针对乡村创
业提供特殊的孵化服务，形成

“入驻—培养—提升—开拓”创
业扶持模式。秉持“让乡村看
到希望，为乡村留下人才”的宗
旨，通过社区营造服务激活乡
村社会资本网络，激发村民主
体性，并通过一整套创业孵化
功能支持本土小农创业，吸引
优秀创意人才入驻乡村。政府
购买孵化器的服务，孵化器再
购买创业者的服务，以此共同
参与乡村创业生态的构建。

赛道创新：
轻资产运营 重资源整合

在“一切皆文旅，文旅赋能
一切”的时代背景下，拥抱文旅
成为很多创业者的首要选择。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多数乡村创业者还是选
择从文旅赛道出发。业内目前

有两个共识：首先，乡村旅游投
资效益偏低，回本周期长，做重
资产的创新创业项目风险较
大；其次，虽然从行业上看乡村
文旅和乡村振兴可能是两个赛
道，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分开，需
要考虑的是客户需求和政府需
求两重需求和两个使命。

“站在乡村振兴的维度，如
果乡村文旅只单纯满足城市居
民需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也就难以获得政府支持。”朱胜
萱认为，乡村文旅要对两种需
求做规划和产品设计，比如涉
及乡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引
导类的投资及建设，交给政府
的财政资金来投入，然后结合
这些基础产业和引导类的设施
进行规划，再嵌入契合客户需
求的文旅产品，并积极用市场
经济模型引入民营经济参与投
资建设和运营。

为把乡村文旅创新创业引
向深入，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
展司副司长陈贵贞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坚持正确导向。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凝聚双创力量、讲好双
创故事，更好地满足城乡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创新产品供给。深入
挖掘、继承、创新乡土文化，发
挥文化创意、数字技术在乡村
农旅、文旅转型升级中的引领
作用，提升乡村农旅、文旅产品
和服务质量。

三是优化双创环境。强化
乡村创客主体地位，培育充满
活力的乡村文旅创客品牌。推
动乡村文旅双创服务平台、众
创空间建设，加强对乡村双创
典型经验做法的总结和宣传推
广，加强乡村文旅双创人才培
养，提升双创能力和水平。

“无论是对流量资源还是
信息资源等，未来乡村农旅、文
旅创业人员一定要懂得资源整
合。无论是做农业种植、养殖
生产，还是做农家乐、民宿、休
闲农场、手工作坊的创业者，都
要坚持轻资产运营、重资源整
合创新发展的理念。”易开刚提
醒道。

乡村创业乡村创业，，如何让情怀更有力量如何让情怀更有力量
“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这是国学大

师钱穆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城市和乡村

协调统一的关系。

城和村如何连接？产业是一条重要的纽带。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强调，农村创新

创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能。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创业热

情，形成以创新带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增收的格局。

近日，以“文旅融合乡创共富”为主题的第四届长三角乡村

文旅创客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举行，不少业内人士汇聚

于此。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这场创客大会上采访到几位创客和专

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创业经验和研究思考。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练市镇布谷里文化商业街

区网红打卡墙。郑新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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