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乡愁”
变“乡甜”

当然，情感的激发是文旅的独
特优势，但仅靠“乡愁”的情感驱动
并不足以支撑这一场“乡约”的持
续热度。于是，乡村文旅与乡愁经
济的结合，承载起对传统文化与乡
村记忆的深厚情感，也成为助力乡
村振兴和乡村文旅项目的绝佳途
径。

如今，智慧的新农人找到了一
条通过“乡愁”连接过去与未来、比
邻与天涯的途径，不仅为城里人提
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也为乡里人
谋求了一番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效益。

土与洋的融合。“市区咖啡用
来‘续命’，乡村咖啡适合放松。”对
于城市消费者来说，一次目的地为
乡村咖啡馆的短途出行，成为暂时
逃离快节奏生活的方式。相比于城
市咖啡馆，村咖所处的环境更广
阔、更多元，可以是群山间、稻田
旁，也可以是小河畔、果园里，这也
让村咖的颜值与格调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观景、品咖啡、听鸟鸣、一
个人发呆，甚至回去的时候还能顺
手捎上一份村里的土特产，村咖以
一杯咖啡为引子，为远道而来的都
市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不
输于城市的精致感却多了几分松
弛，村咖们成了疲于内卷的都市人
的世外桃花源。如今，村咖+骑行、
村咖+露营、村咖+采摘、村咖+非
遗、村咖+音乐节……通过一间间

“村咖”，带动了乡村周边的业态不
断延伸，也提升了乡村经济的韧
性。

而对于村镇消费者而言，一间
家门口的咖啡馆，让生活更有滋
味，特别是随着村镇现代化程度提

高，当地居民也有了对生活质量的
追求。在乡里人眼里，村头的咖啡
馆更突显出本身的社交属性。忙完
地里的活，三两亲友一起喝杯咖
啡，聊聊家常，从窗户望出去，司空
见惯的景色浸染了咖啡香气也变
得新鲜生动起来。各具特色的村咖
给居民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被赋
予更多功能。有些村咖，不仅是村
里的图书室，可能还是村里的老年
活动中心、非遗文化体验馆等，一
馆多用，让村咖在经济价值之外又
多了一份温情。

苦与甜的交织，不仅仅是村
咖，诸如窑烤面包店、乡村创客园
……还有许多新事物、洋玩意落户
新农村。它们只是众多乡村文旅项
目的一个缩影，是乡村价值转换的
一种业态，为乡村消费场景打造乃
至乡村产业振兴开阔了思路。而这
背后，离不开一群农创客、新农人、
乡村主理人、乡村巧匠人的“推波
助澜”。

“没有赶时间的早八人，只有
忘了时间的村里人。”一改以往怕
吃苦、逃离农村的刻板印象，这群
返乡下乡的青年人主动选择到乡
村“吃苦”：将村庄品牌化运营，打
造特色项目，发展特色产业，吸引
游客或企业投资以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他们是新农人，也是兴农人，
既要懂农业技术，又要会市场营
销，还得玩转电商直播，是被村民
誉为集协调师、宣讲师、金融师、规
划师、创作者和执行者于一身的

“六边形战士”。这些化身“领头雁”
的乡村CEO，以一场场别开生面
的“乡约”，正悄然改变着乡村的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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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快速发展，让生活的
节奏总在“提速”。快，成了一
种常态，也成了一种无奈。告
别忙碌，放慢节奏，停顿脚步，
选择慢下来的生活，静静享受
时光的流淌，成了许多在城里
打拼的年轻人的向往。于是，
山、林、湖、瀑、石、海、沙……
儿时在乡村所独有的自然馈
赠，就成了不少人心灵的栖息
之地。

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标
识，更是这片土地上生活、成长
的人们的精神归宿，这不仅是
个人怀旧，还是整整一代人对
文化与家园集体回忆的原乡。

然而，许多在外的游子往
往也是打拼一年，才能收拾行
囊，回家过年。有时还往往因
为回乡之后要从自己生活的

“甲方”变成“乙方”，面对父母
亲朋的“检阅”，还带着一丝

“近乡情怯”的焦虑。
于是，拥有独特人文景观

与淳厚民俗风情的乡村，成了
人们缓解思乡之情、又无近乡
之虑的好去处。在这里，家乡
的记忆总是能从那些熟悉的
声音里被轻易地打开。清晨的
鸡鸣、白日里街角小店的吆喝
声、傍晚堂屋里孩童与长辈的
嬉闹声，交织成最熟悉的旋
律。村落中邻里互惠的人情方
式、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古
朴民居与袅袅炊烟的生活气
息、印刻着岁月痕迹的石板街
道，都是乡愁的具体载体。这
些融入日常的、不带刻意情感
的细节，是乡村所独有的原始
情感符号。而在外漂泊的人，
总能从这些最朴素的烟火气
息中找到故土的味道，唤起心
底最柔软的记忆。

“乡约”缘何热？
乡村不仅是一个生存的

空间，也是千年农耕文化影响
下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乡
村旅游从“一张桌子，几条板
凳”的农家乐起步，到“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
目标的时代升级，浓浓的“乡
愁”让一个个乡村成为大众心
中向往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得
闲时兴之所至，或邀三两好
友，或呼儿唤女，相携而去，兴
尽乃返，不仅能享受一场说走
就走的高性价比之旅，还能一
解思乡之苦，发现诸多未曾留
意过的小美好，扩大探索生活
的版图。

原汁原味的氛围感、新旧对话的反差萌、主客共享的烟火气……“千
万工程”实施20多年来，浙江的乡村游早已不再是“一张桌子，几条板
凳”的传统农家乐模式，也已摆脱那盲目照搬、千村一面的蹭流量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助推乡村更好发展，更多超乎想象的“乡
村+”业态会逐一登场、逐一引爆。千村千面、原汁原味的乡村不仅是村
民家门口的风景，更成为众多城里人惦念着的精神原乡。

文化为根、生态为名、产业为向、人心为基。乡村既要塑型，也要铸
魂；既要有颜值，也要有气质。修炼气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久的
打磨。只有不断挖掘乡村自身特色，让乡村文化资源“活”起来，才能锁住
悠悠乡愁，传递浓浓乡情，让乡村“有血有肉有灵魂”，勾勒出美丽乡村最
为厚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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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海曙区横街
镇上爱段公路乌岩村
的“城野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