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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溪口镇栖霞坑村经营5
年乡村文旅项目的陈琳琳，今年
也有了身份上的转变——成为乡
村CEO。

“以前我只是运营自己的项
目，现在我的事业与整村发展结
合起来了！”陈琳琳是福建人，
2018年机缘巧合来到奉化，被栖
霞坑村的自然美景吸引，租下老
宅开始创办沄野和光文旅项目。

经过5年耕耘，她在栖霞坑村
的事业初具规模，不仅有高端民
宿，还在村里打造了咖啡馆、餐
厅、美学手作工作室等配套项目，

以丰富游客体验。
陈琳琳笑着说，未来将整合

村中闲置房屋、林地等资源，带领
村民一同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她
负责全村的推广运营、服务培训，
计划做大做强栖霞坑村文旅产
业，促进乡村共富。

如今栖霞坑村民宿产业发展
得越来越好，也使得越来越多观
光客走进该村，带动了村民增收。

“以前村民都是往外流，山村
只有留守老人，但文旅民宿产业
兴起后，年轻人都回来了，村民腰
包也鼓了！”栖霞坑村党支部书记

王国龙说，让那些致力于乡村运
营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乡
村，实现人才与乡村的相互成就。

进城工作的村民王金辉，去
年返乡办起了农家乐，“现在一般
周末两天的营业额能达2000多
元，而黄金周节假日生意还会翻
倍。”王金辉说，乡村发展了，山窝
窝成了“香饽饽”。

据介绍，在栖霞坑村，像他这
样办农家乐的村民已有五六家，
做得好的年收入可达一二十万
元。此外，村民卖农副产品也带来
不少创收。

文旅民宿产业兴起后，年轻人都回来了2

从“入伍第一课”的满腔热血，到服役
期间的积极进取，再到“退伍第一课”的坚
守初心……今年来，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探索开展“英烈宣讲贯穿服役全周期”，
以“润物细无声”激发现役军人和退役军
人的昂扬斗志。

“洒一腔热血，铸家国大义……”3月
17日，句章军旅文化园，鄞州区2024年上
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上，来自宁波英烈事
迹宣讲团和“小红缨”红色故事宣讲队的宣
讲员向新兵们讲述王孝和烈士的故事。台
上讲得声情并茂，台下听得激动振奋，“建
功军营”的信念在新兵的心里悄悄萌芽。

3月18日到3月21日举行的2024年
度海曙、江北、镇海、北仑、鄞州五区春季退
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首次将英烈宣讲
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机枪之王”余新
发、长津湖英雄连长袁友坤的战斗故事，激
励80余位退役士兵坚定“退役不褪色”的
信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新的事业。

在刚过去的4月2日，宁波英烈事迹宣
讲团还走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学
院，以“铁心向党铸忠魂·同心奋进担使命”
为主题开展专场宣讲活动，进一步增强部
队官兵“强军有我、敢打必胜”的信仰信念，
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探索“英
烈宣讲贯穿服役全周期”，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爱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背后离不开
两大支柱——英烈事迹“供给库”和红色宣
讲“人才库”的建设。

一方面，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广
旅游局等部门，通过实地探寻、史料挖掘、
事迹梳理、内核提炼等方式，采用“理论—
实践—反思”式行动研究法，不断丰富宁
波籍英烈事迹。截至目前，已完成柴水香、
沙文求等烈士革命生涯及精神内核调查
研究，并全方位开展史料收集保护、烈士
英名录编纂等抢救性工程。

另一方面，通过举办“童声颂英雄·丰
碑励少年”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宁波英烈
事迹宣讲大赛，遴选热爱并善于讲述英烈
事迹的军休干部、消防救援队员、退役军
人、中小学生组建英烈事迹红色宣讲队
伍，形成以宁波英烈事迹宣讲团为核心，
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宣讲团、

“小红缨”红色故事宣讲队等为子品牌的
宣讲队伍，制作情景式线上思政课，并深
入部队、学校、机关、企业、村（社区）开展
爱国主义宣讲。2023年以来，共制作情景
式思政课12堂，开展宣讲17场，线上线
下受众达37.67万人次。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韩欣辰 文/摄

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探索英烈宣讲
贯穿服役全周期

“致敬缅怀 与革命烈士的一次时空
对话”活动。

棠岙村的乡村咖啡店。

乡村CEO

如何让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
变，实现乡村振兴质的提升？为破
解这一难题，从去年开始，宁波启
动乡村CEO运营试点。

这些进驻乡村的CEO工作开
展得如何，有什么致富“法宝”？近
日，记者走进了全市率先试点乡村
CEO的奉化区。

4月1日，奉化萧王庙街道棠
岙村会议室，乡村CEO李明祥和
村干部正一起商议如何做好清明
假期游客引流工作。

作为新宁波人的李明祥，在
乡村运营工作上表现不俗。3年
前，他与朋友合伙成立文旅运营
管理公司，为萧王庙街道全域旅
游运营进行管理服务。

“看到棠岙村招募CEO，我很
兴奋，这是乡村给我们的一次施
展才能的机会，就第一时间报了
名。”李明祥说，今年1月份，经双
向选聘，他成了棠岙村CEO。

棠岙村山水生态良好，是全
省3A级景区村。村里有古桥古
村、古法造纸体验馆、漂流、民宿
等资源，虽然已经培育了一些文
旅项目，但业态分散、缺乏合力，
没有拳头产品。

“我们需要将村里分散的文
旅资源整合起来，通过一系列活
动引流带动，实现整体运营。”李
明祥介绍，今年3月22日，他和团
队在棠岙村乡村首次策划旅游季
活动，通过看山水、游古村、观星
象等系列活动，三天共吸引游客
近两万人。

“接下来，还将结合乡村特色
不断策划推出引流活动，在引流的
同时，强化乡村资源和产业配套。”
李明祥说，除了活动引流，他们还
打造了游客驿站、乡村咖啡等配套
设施，并进一步推进传统竹笋产业
种植，使农产品通过客流销出去。

“乡村光有‘美丽’不够，最终
还是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让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棠岙
村党委书记江明辉说，“引入乡村
CEO后，原本散状运作的项目资
源实现了整合发展，现在棠岙村
已经迈上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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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乡村运营，宁波出台
了多项政策支持，开展了一系列
指导服务。奉化区也在 2022 年
出台了《关于加快打造高水平乡
村振兴人才集聚地的实施意
见》，鼓励社会力量即乡村运营
师参与乡村建设。2023年5月又
出台《宁波市奉化区乡村运营师
（团队）实施细则（试行）》激励乡
村运营师为村集体经济发挥更

大力量。
奉化区乡村CEO签约后，能

得到最长三年的运行孵化期，在
孵化期内，按每个村20万元/年标
准给予运行补助。同时根据运营
村集体经济实际增加收入，按比
例给予增收奖励，单年度最高奖
励补助金额达到80万元。目前全
区已有 6 个行政村正式签约
CEO，还有一批正在洽谈中。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奉化区试
点后，全市也正推进相关工作。今
年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领军人
才头雁班，还将开设乡村运营人
才培育，计划培育一批优秀的乡
村职业经理人，以满足乡村经济
发展需求。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穆静 文/摄

三年孵化，因地制宜激活乡村经济3

盘活美丽经济有一手

乡村CEO团队开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