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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茅洋乡著名的粮仓，
就不得不提70后“青年”王群。
他16岁开始学习竹根雕，经过
36年不懈努力，成长为宁波市
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省根艺美
术名家，其作品先后获得“刘开
渠根艺奖”金奖、“百花杯”中国
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等多个奖
项，得到业界充分肯定。

他扎根乡村成为“新农人”
是在7年前，在茅洋乡的支持
下，他对老粮仓进行改造提升，
1300多平方米的老粮仓被打造
成集竹文化展厅、茶吧、民宿、
培训基地、艺术沙龙等于一体
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老粮仓
焕发出年轻态，成为艺术爱好
者交流的天地，成为年轻人喜
欢打卡的“诗与远方”，成为学

生研学、疗愈的好去处。
王群笑言：“我也是‘茅

Young’的一员，年轻，无关年
岁。”

年轻的种子在茅洋遍地开
花，最早开办民宿的花墙村，正
在铺设天然气管道、打造集市，
在它不远处的“海花里滩涂泥
玩中心”也将在5月开业，茅洋
的国际乡野俱乐部也将建成。
正如茅洋乡相关负责人所说：

“我们精心培育的青年人才队
伍，从做点上的精品开始，一个
村一个村打造，再连点成片激
活乡村，推进全域共富。”

“茅Young”的边界究竟有
多广？无法预知。青春不息，
梦想无界。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陈益坚 文/摄

这里的乡村发展
何以吸引年轻人？

4月 28日，2024象山茅洋乡村旅游季暨千人
露营徒步大会正式开启，2000人的青少年研学团正
在分期分批奔赴茅洋。从3月底的在甬外籍女性团
慕名而来，到4月春游季，青少年蜂拥而至，再到“五
一”前夕，茅洋的“粉色”火山在许多年轻人和亲子家
庭中疯狂种草……茅洋正以年轻的“属性”吸引着年
轻人，“茅洋，茅Young”，已经成为大家共识。

那么，茅洋，何以“茅Young”?

2016 年 11月，茅洋为了改变
“小、散、乱”的乡村旅游现状，决定
成立蟹钳港旅游发展公司，聘请职
业经理人进行整合营销。

茅洋乡和蟹钳港旅游团队对现
有资源、闲置资源进行排摸，走访村
书记、乡贤、民宿老板和种植大户
等，听取好点子，并与大家达成共
识：统一包装宣传、统一价格营销、
统一旅游服务。

2018年6月，村集体入股、250
户村民每户出资众筹的白岩下村海
景玻璃栈道投入运行。由年轻的旅
游团队参与运营仅半年，就实现门
票收入674万元，村集体实际增收
80万元，村民入股分红350万元。
当初村民每户众筹只出了8000元，
才半年就收回成本，还赚了 6000
元。

村民高兴坏了，蟹钳港旅游公
司的年轻人也激动不已！两地奔
波、扎根田间地头的苦楚都不那么
苦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四季果园、
花卉苗木、海水养殖等产业基地，以
及茶叶、鱼鲞、苔条等特色农产品都
变成了旅游的附加值产品……

茅洋的乡村旅游就此一炮而
红，连续多年获得宁波最具人气乡
村旅游目的地称号。这帮青年人配
合茅洋乡整合133家民宿，形成“宿
说茅洋”品牌，成为宁波唯一一个以
民宿为主导的省级乡村旅游产业集
聚区。

引入旅游职业经理人的成
功，让茅洋乡党委、政府看到了
引进青年人才的重要性。茅洋
乡分管旅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茅洋搞乡村旅游，关键在
人才，关键在青年，就像青年与
海，要开放、包容，拥抱所有的年
轻人。”

2022年，茅洋乡将白岩下村
200多亩闲置土地盘活，准备建
设一个“共富农场”。但农场主
理人交给谁，是经验丰富的老
农，还是从未搞过农业、但有想
法的返乡青年？

茅洋乡最终选择了后者
——“希望他们能与这片土地产
生‘化学反应’。”

当时，潘文达和俞康宁两人
拿不出30万投资资金，茅洋乡政
府就出钱给他们购买无人机设
备，将农场租给他们，他们只需
支付数额较低的年租金即可开
始创业。

压力小了，两个年轻人开始
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以无人机种
植水稻，轮种油菜花、向日葵、果
蔬等四季作物，把破旧鸭舍改造
成“青蟹咖啡”，将农场打造成一
个新型的旅游试验田……

2023年，“青蟹咖啡”一战成
名，成了网红“打卡点”，仅国庆
节一天就创下1.2万元营收。这
一年，他们承揽了象山大部分农
田的无人机飞防业务，团队也从
2个人发展到12个人。

这样的“神奇”还在茅洋这
个只有7000多常住人口、人均
耕地只有0.5亩的小山乡不断
发酵——

两三年前，曾在瑞士工作的
史英子，回到茅洋接手父亲的
300亩地庄园，开始爆改：用180
亩种植台湾火龙果，开发火龙果
酵素、果酒、果干等产品，辟出用
于文旅体验的果林，还开辟了萌
宠乐园、大草坪、游泳池、卡丁车
等多种玩乐区域，打造农业与文
旅集成发展模式……

这番父辈难以理解的操作
赢来了大流量，去年开业后，在
茅洋乡和蟹钳港旅游公司大力
推介下，各种研学团、旅游团接
踵而至，文章开头提到的2000
人研学团，目的地便是史英子
的火龙果乐园。

4年前，在城里做护士的邱
婷辞掉稳定工作，卖掉房子，凑
了400万元回到老家白岩下，
将老房子重建成宋式全木结构
民宿，取名“朴舍”，一下成为顶
流；返乡青年章思伟则以野茗

茶业为基础，打造新中式风格
的山涧茶舍，在器物、陈设上别
出心裁，围炉煮茶做到宁波地
区抖音平台排名第三；还有李
嘉豪开发民宿产品，做闻香
……在“青创共富农场”返乡青
年群里，常有各种新奇创意迸
发，大家常因一个灵光闪现的

“火花”彻夜长谈。
在茅洋乡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完善人
才引育留用生态体系，引进青
年人才50名。”简单的数字背
后，则是茅洋为培养“新农人”

“新旅人”“青创客”，打造专业
运营团队，搭建青年创业孵化
平台，打通校地合作青年落地
通道，营造乡村振兴青年返乡
浓厚氛围所做的不懈努力。

对此，茅洋一位青创客深
有感触：“这几年，茅洋乡党委、
政府领导班子虽然经历换届，
但他们旅游强乡、建设青年人
才队伍的理念没有变，一任接
着一任干，久久为功，让人心里
踏实。”

在返乡青年群里，常有各种新奇创意迸发

“我也是‘茅Young’的一员，年轻，无关年岁”

希望年轻人能与这片土地
产生“化学反应”

连续多年获得
宁波最具人气
乡村旅游目的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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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舍改成的“青蟹咖啡”成为网红打卡地。

游客“打卡”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