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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7月份，鄞州首批5
个乡村启动乡村运营以来，鄞州
区农业农村局持续跟进运营工
作，做好充分指导和服务，助力
乡村“CEO”。目前乡村运营工
作稳步推进，初见成效。

鄞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CEO”驻村运营以
来，成立运营公司、搭建运营团
队，共引进20余个00后青年驻
村运营，已吸引投资4000万元。

为助力运营，吸引更多创客
投身乡村发展。鄞州区通过政
策赋能，打造乡村人才“强磁
场”，出台《鄞州区农业农村人才

队伍建设扶持政策》和乡村职业
经理人乡村运营专项扶持政策，
每年安排不少于6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乡村运营补助和人才
工作奖励。

此外，该区不断优化乡村营
商环境，当好乡村职业经理人的

“娘家人”。以首批5村运营为
契机，成立“五朵金花”运“鄞”联
盟，开展乡村运营专家问诊，举
办科技赋能乡村项目推介会，做
好资源对接、项目审批等全流程
服务。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王玉追

“乡村CEO”激活流量

鄞州这5个村半年变了样
激活绿水青山“流量”，让“美丽乡村”转

化为“美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专业
团队来运营。

去年7月，鄞州区首批推出5个乡村，面
向全国成功招募“乡村CEO”，运营工作如火
如荼展开。如今半年多过去，乡村有何变化、
运营有何进展？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月17日天蒙蒙亮，咸祥镇芦
浦村后山的石门古道传来叮叮当当
的声响，工人们已经忙活开来。这
是该村正在打造的“绿野仙踪”石门
古道文旅项目，计划赶在今年5月1
日开业。

工地里有一位“女工”，身着工
作服，时而查看工程细节，时而指导
施工，她就是芦浦村“CEO”宋小赞。

“我们主要是修复和增色，一定
要最大程度保持古道生态的原汁
原味……”宋小赞说，乡村运营就
像打造艺术品，需要亲力亲为才能
做得好。宋小赞是宁波优秀的农
创客，去年 7 月成功竞聘芦浦村

“CEO”。

芦浦村深藏山坳，民居依溪而
建，古树苍劲。沿古道拾级而上，一
路山水相伴、怪石嶙峋，如诗如画。
基于芦浦村优越的文旅资源，宋小
赞引入文旅项目投资人，组建运营
团队，将芦浦村定位以农文旅为核
心并融合三产的发展模式。

目前石门古道文旅项目已经初
具雏形，该古道全长1.2公里，沿途
打造吃喝玩乐各种休闲空间，还有
团建、露营平台，将成为乡村引流重
头戏。

运营半年多，如今用于展示和
直播带货农产品的芦浦共创空间投
入使用了，小确幸食光小吃、茶饮店
和民情茶餐厅即将开业。

与芦浦村同时启动运营的城杨
村，依靠东钱湖旅游资源，发展基础
良好。

“城杨村此前已通过‘艺术振兴
乡村’有了良好基础配套，我们进驻
后进行不断整合、升级，往文旅特色
的精品乡村发展。”城杨村“CEO”朱
金丹说。

村里最美的区域就是亭溪，这里
被称为“乡村CBD”、网红打卡点，亭
溪两岸有面包店、咖啡店，还有农家
乐、民宿等业态集中。

面包店是两名女生创办的，跟
着夏季游玩的客流，其手工窑烤无
添加面包一炮而红。在乡村运营团
队的助力之下，前来品尝面包的队
伍排起长龙，每天400个限量面包
供不应求。

亭溪具备良好的漂流条件，去
年下半年，朱金丹引入专业运营漂
流的公司，投资1500万元打造“山
水城杨”漂流项目，目前正全力施

工。该漂流项目全长2.6公里，穿行
山水、美不胜收，计划于今年6月试
营业。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带动
15万人次的游客和1500万元直接
营收，为乡村创造40个就业岗位和
3000万元间接营收。

乡村“CEO”赋能乡村，但不改
变乡村，他们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依村兴村，保留和挖掘乡村
特有风貌，让乡村记得住乡愁，百花
齐放。

东吴镇童一村紧紧围绕老街，
与其他全新打造的老街不同，这里
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民居民风。
一条老街就是一个村庄，老街上每
隔一段路都有一口保存完好、有着
数百年历史的古井古潭，吸引不少
客流。

“围绕老街，我们引入了村咖、
乡创展示空间，还打造了醴白日咖
夜酒业态，为老街增添活力。”童一
村“CEO”金丽娜说。

姜山镇走马塘村主打人文
特色，作为“中国进士第一村”，
其古代进士辈出，可谓自带历史
文化流量。“对于走马塘村，我们
只要做好加法就行了，完善业
态，做强引流服务。”走马塘村

“CEO”虞燕是一名来自温州、专
注乡村运营的文化公司的00后。

有了年青人的融入，村里团
建、研学活动，各种业态丰富起
来。团队还在政府支持下投入
1500万元，将一处闲置的百年
小学建筑，改造成了一个研学营
地。待前期审批一结束，马上能
动工。

有的乡村依山傍水，适合发
展文旅；有的乡村地处平原，则
以种植产业为特色。瞻岐镇岐
下洋村便是如此。

眼下正是草莓旺季，岐下洋
村“CEO”李娇文每天忙着跑客

户对接销路。该村紧邻滨海工
业园区，李娇文与工业园企业建
立合作，团建互动、结对助农。

村里的一个农场原来只是
简单的农产品种植，一到了生产
旺季，经常碰到农产品滞销。李
娇文所在的公司本身就是做农
产品运营的，她将村里的传统农
场改造成集休闲、采摘为一体的
农文旅融合农场，从而使其发挥
引流作用。

去年夏天，农场的西瓜一度
出现难销价跌的问题，她发起了

“助农卖瓜”活动，很多企事业团
体纷纷响应。有一家大型企业
一单就采购了3000多个西瓜。
依托工业区的流动人口，运营团
队将岐下洋村定位为新宁波人
友好村庄，建设岐迹共富农场，
打造“岐美风物”特色品牌，带动
农产品附加值提升52.5%。

修缮打造古道秘境，“CEO”引资又引流

“山水漂流”带动业态，创客纷至沓来

因村制宜盘活资源，助农带货奔富

“政策+服务”助运营，山窝窝成“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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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塘村活动。资料图片

芦浦村邻里市集。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