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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资源更需要好运营，黄处
村发展的潜力很大。”去年 11 月，
安溪乡引入耘雀（杭州）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尝试开展整乡运
营。95后项目负责人潘褚安就一
直在与各方开展“头脑风暴”，挖
掘更多文化产品和形态。

这也是云和的一个梦想。
童话云和，全县木制玩具产

品 总 量 占 全 国 的 66% 、世 界 的
40%。20 多年来，云和引导人口、
产业及各类资源向县城及其周边
集中，形成八成人口在县城居住、
九成多学生在县城就读的“小县

大城”发展格局。
“云和的木玩产业、乡村振

兴、县域发展，都在探索新的增长
点。”徐达说，黄处村的探索就是
其中之一，为产业和城乡发展注
入文艺等内生动力。

采访当天，浙江力溪连环画
乡村艺术馆创始人邵彦山正好送
来一车连环画。他去年刚跟村里
签约成立工作室。“文艺元素的加
入，不仅可以提升乡村的文化软
实力，而且对游客尤其是青少年
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在黄处村
看的、玩的，会成为童年记忆的一

部分。”邵彦山说。
“整体运营中，我们将重点提

升游客的体验感、参与感。这是
当地产业原本较为缺乏的。”潘褚
安介绍，以后孩子们不仅可以在
村里看连环画、小人书，体验农耕
文化、畲族文化、雪梨文化，也可
以跟家长或朋友一起，创作一本
儿童绘本、创造一套木制玩具、编
演一出儿童剧……

王伟强很有信心。他说，“传统
村落+儿童村”的IP预计可带动村集
体经济年增收20余万元，带动相关
就业人员年增收达5万元以上。

“童话王国”的童话梦

“童话王国”有个“童话村”

云和黄处村培育“传统村落+儿童村”新IP
本报记者 陈雅雯

安溪畲族乡黄处村，一个深藏在浙南山区的传统村落。“六一”临近，它摇身一变，成了准备迎接孩子们节日的“儿童乐园”：专业团队和村民一道排
练儿童剧，村中梯田正在被改造成“快乐农场”，台阶、过道等建筑设施在“适小化”改造……

黄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伟强说，2023年，黄处村开始以儿童文学为突破口，探索村庄发展新路径。这个曾“沉睡”多年的传统村落，有
了“童话村”“儿童文学村”“艺术乡建特色村”等新“村名”，开始“蝶变”。

它的转变，也给所在的云和县——一个以木制玩具产业出名的“童话王国”注入文化动力。
今年，是黄处村开启整村运营的第一年。

从云和县城出发向南，车子
驶过约 10 分钟山路，就来到了黄
处村。绿树掩映中，一幢幢黄泥
房古朴雅致，似乎在告诉人们：世
外桃源中，也有童话。

黄处建村有 430多年历史，是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浙江省 3A
级旅游景区村。“自然和人文资源
禀赋都不错。但光靠这些想闯出
名堂，难！还是得有‘人无我有’
的特色。”派驻该村的省文化特派
员徐达说，村里早在 10 多年前就
搞过民宿、农家乐，但都不温不
火，大多数年轻人进城务工，剩下

百来位老人。
转变发生在两年前，云和与

浙江师范大学成为结对单位，双
方选中黄处村，共同探索以艺术
赋能乡村发展之路。

“两边各擅所长、一拍即合。”
徐达说，浙师大有我国首个儿童
文学研究机构，儿童文学艺术资
源丰富；黄处离县城较近，民间故
事以及雪梨文化、红色文化等文
化底蕴深厚。“而且发展过民宿，
具备一定接待能力。”

但王伟强直言，项目刚开始，
一些村干部总觉得突兀：“小孩子

的东西，能搞出啥名堂？”
专业团队于是策划了“儿童

诗歌大赛”“绘本创作大赛”等一
系列活动。热闹的场景，打消了
大家的疑虑。今年元旦的新春游
园会，就吸引 100 多名孩子参加，
村里比过年还热闹。

“这是我第一次演童话剧，在
村里还可以跟老奶奶学编彩带，
吃到了美味的手工麻糍，太有趣
了，就像童话世界。”县实验小学
二年级学生陈瑶说。

村民们也很高兴：我们黄处
村“返老还童”了。

返老还童的村庄

“孩子和家长在这里换衣服、
领道具，到隔壁领任务出发……”
记者遇到安溪乡宣传委员蓝阳丰
时，她正带人为即将到来的端午
活动忙碌着，手上拿着的村庄地
图被标记成孩子们游玩的“任务
图”。

“把整个黄处村变成一个乐
园，这是我们的一个招牌，也是主
要目标之一。”蓝阳丰笑着说。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实景儿
童剧。就在年初，一场《梨仔闹元
宵》热闹开演。20多名孩子，或身
穿畲族节日盛装，或穿兔子、狐
狸、瓢虫等卡通服装，到村里执行
猜 灯 谜 、打 麻 糍 、编 彩 带 等“ 任
务”。村民也成了“老戏骨”，拿起

石锤、纺锤、跳舞用的竹竿等，配
合孩子们演出。

“ 这 样 的 演 出 每 月 有 一 两
场。”蓝阳丰说，参与式、沉浸式演
出 ，可 以 让 全 村 资 源 都 能 用 起
来。乡里为此专门找丽水学院松
阳校区的潘银燕老师合作，精心
创作剧本。

截至目前，黄处村已开展儿
童剧演出 5 场，举办亲子研学、亲
子定向跑等活动 20 余场（次），接
待游客 2000余人次。来自杭州的
9 岁孩子希希留言：“村里到处有
惊喜，像城堡乐园一样好玩儿。”

漫步村里，记者看到儿童文
学馆、童话美术馆等多个新建的
公共空间，还有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获得者汤汤等名家的工作
室。

“这些都是原有建筑改造的，
村里处处可以成为课堂、乐园。”
王伟强说。就在进村道路下，有
个堆放杂物的空间，被整理成一
条“时光隧道”，展示着我国儿童
文学发展历史脉络和代表作品。

村民纷纷参与进来，或提供
物料、场地，或“本色参演”。年过
七旬的村民钟三奶教孩子们唱山
歌。85 后村民雷伟芳回村帮忙，
时常组织其他村民回来参加活
动。00后大学生钟雯雯放弃了县
里玩具厂的工作，今年回村参与
村庄运营……“这是孩子们也是
我们村的大舞台。”雷伟芳说。

全村成为大舞台

在崇头镇梅源村的青山绿水
间，一间充满艺术气息的青瓷工
作室与陶艺体验馆悄然兴起，成
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亮眼风景。这
个由 85 后湖南小伙张瑞打造的
文化空间，不仅是他逐梦非遗的
舞台，更成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的生动注脚。

十多年前，就职于杭州电力
设备公司的张瑞因业务驻点云
和，一次偶然机会结识本土青瓷
艺人陈宣蔚。“初见青瓷，就被其
温润釉色与千年匠心深深震撼。”
自此，他开启“白天上班、夜晚学
艺”的双重生活，从拉坯成型到釉
色烧制，在无数个深夜的练习中
沉淀技艺。十年磨一剑，传统青
瓷技艺与乡村旅游的融合构想，
在他心中逐渐清晰。

去年 2 月，张瑞在梅源老街
承租了一幢房屋，将工作室、体验
馆与民宿融为一体。“这里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云和梯田的核心
村落，既有山水风光，又有历史底
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碰撞
的绝佳之地。”他以“青瓷+体验”
为核心，推出拉坯塑形、DIY 彩
绘、釉色创作等互动项目。“做陶
艺不仅是动手创作，更是让孩子

们静下心来，在捏塑与想象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张瑞介绍，
游客亲手制作的陶坯经烧制后，
将以“盲盒”形式寄回，让传统文
化体验充满惊喜。

开业以来，体验馆吸引了不
少游客与亲子家庭。“看着孩子们
专注拉坯的模样，天马行空的彩
绘创意，完成作品时的欢呼雀跃，
特别有成就感。”张瑞说，这种沉
浸式体验不仅延长了游客在梅源
村的停留时间，也为当地文旅发
展增添了文化厚度，实现“非遗传
承+乡村振兴”双赢。

谈及未来，张瑞充满期待：
“我们正在研发‘陶艺+农耕文
化’研学课程，计划将青瓷制作、
种菜抓泥鳅等内容融入研学之
旅，让游客深度体验非遗与田园
生活的魅力。”跨越千里投身乡村
创业，作为一名新“云和人”，张瑞
用双手创造的不仅是精美的青瓷
作品，更是一条传统技艺赋能乡
村旅游的创新路径。在乡村振兴
的浪潮中，他的“青瓷田园梦”正
徐徐展开新的篇章。

张瑞：扎根云和
匠心绘就“青瓷田园梦”

本报记者 俞海友

本报讯（记者 梅明益 徐文
翔 通讯员 徐若熙）连日来，石塘
镇小顺村“清风茶坊”富民阵地建
设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
红色街区提升项目的核心子工
程，施工人员正对老村委楼改造、
红色文化展示区布置、茶吧休闲
区装修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等关
键节点进行精细化施工，目前项
目累计完成进度达 90%。“我们这
个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是集‘共
富工坊’、红色研学、产业展销于
一体的综合性阵地，项目建成后
预计将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15 万
元，创造 40 个就业岗位。”小顺村
村干部谢东岳说。

小顺村是省级未来乡村建设
试点村和革命老区红色乡村振兴
示 范 点 ，拥 有 深 厚 红 色 文 化 底
蕴 。 近 年 来 ，小 顺 村 先 后 投 入
3000 余万元建成初心广场、红色
文化展示馆、军民融合体等红色
教育基地，推出“军事课堂”“红色
研学路线”等特色项目，成功打造
爱国主义教育“金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小顺村
通过乡村运营官招募行动，引入
臻远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构
建“运营团队+村集体+农户”三
方利益联结机制，成立云顺乡村
运营有限公司，发动 12 名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投资民宿改造项目，
积极开展跨村文旅联营活动，预

计 今 年 将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15 万
元。此外，依托“之江同心·浙丽
石榴红”品牌建设，组织新阶层人
士开展农特产品直播带货活动，
单场销售额超5万元。

“我们入驻之后，先是引入有
想法的年轻人加入，让团队更加
有活力，之后我们在团队接待套
餐上增加了内容，让红色研学更
具趣味体验，同时，还增加了工作
岗位，让更多的村民加入乡村发
展中。”云顺乡村运营有限公司负
责人焦庆东说。

近年来，石塘镇以“红色引
领、统战聚力、全域共富”为路径，
依托小顺村深厚的抗战历史文
化，通过整合资源、汇聚合力推进
红绿融合发展，其研学游线路年
均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培训团
体 100 余个，实现了从“水库移民
村”到“红色旅游强村”的华丽蜕
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激发民
企活力，深化跨界协作，全力打造

‘红色研学胜地、生态康养福地、
共富示范高地’，为云和乡村振兴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小顺样
板’，让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的征
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石
塘镇党委委员陈捷表示。

小顺激活红色基因绘就振兴画卷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 通讯
员 陈浩敏）连日来，云和梯田景
区愈发热闹、童话堡前行人如织，
连带着各个公园乡村也是人气十
足。但对部分久居云和的市民而
言，还有一个格外适合清晨傍晚、
假日周末休闲散步的好去处，那
就是静卧于县城北隅、三面青山
环绕的凤凰山山塘。

凤凰山山塘又名凤凰山水
库，是一座始建于上个世纪的水
利工程。近年来，县水利局等相
关部门秉持创新深化理念，以生
态治理为基石、以开放共享为导
向，让这座山塘“华丽蜕变”为集
水利保障、生态涵养、民生服务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让山塘为城市功能添彩、为市民
休闲娱乐服务，生动诠释了“水利
为民”的深刻内涵。

“近年来，我们严格遵循‘尊
重自然、修复为本’的原则，扎实
推进库区清淤、植被修复、生态护
岸改造等一系列系统性生态治理
工程。”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山塘蓄水能力显著提升后，
塘内的水质愈发稳定，区域生态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库区生物多
样性也日趋丰富。随着凤凰山体
育公园在周边建设落成，山塘与

城市功能深度融合，四季皆有美
景，春日繁花似锦、夏日清凉避
暑、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风景如
画，成为县城居民家门口的“后花
园”，据粗略统计，在晴好天气，每
日到此游玩的市民超千人次。

除点缀城市风貌、便利居民
休闲娱乐外，凤凰山山塘及其周
边公园生态空间，还是云和县中
小 学 自 然 教 育 的 优 质“ 户 外 课
堂”。每年春秋两季，县城内多
所 学 校 都 会 在 此 开 展“ 山 水 研
学”活动，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
亲身感受自然之美，传递爱山护
水理念，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
识。除此之外，还有清晨的太极
拳队、傍晚的广场舞方阵、周末
的摄影爱好者深入此地，共同谱
写市民与山塘间“人水相亲”的
和谐互动。

“从单一蓄水功能到多元共
享发展，凤凰山山塘的蜕变是浙
江水利工程开放共享改革的成功
实践。”县河湖库塘管理中心负责
人介绍，凭借显著的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凤凰山山塘
还于近年成功摘得“美丽山塘”称
号，以更加亲民、开放的姿态，持
续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云和篇章。

凤凰山山塘打造
水生态治理“云和样本”

花花 样样 乡乡 村村

乡村 CEO
图片由安溪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