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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已有导演
对住龙镇的‘红色剧本杀’项目感兴
趣，预计下月会去现场考察对接。”

“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
实质性进展！”

前几天，我们接到丽水龙泉住龙
镇驻镇规划师季薇的电话。季薇是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农生
分院农业农村所所长，也是首批省级
驻镇规划师之一。不久前，我们曾随
她前往住龙镇红星村，为乡村规划出
谋划策。她电话里提到的“红色剧本
杀”项目，就是我们在当地调研时诞
生的灵感。

红星村地处浙闽边界，生态绝
佳、交通不便，入村须经过一段蜿蜒
山路。一下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抬头望去，黄色的门廊上刻着

“浙闽红军大道”，穿过门廊，左手边
6 位烈士的雕像，一下把我们带回了
那个峥嵘岁月——作为浙江省重点
革命老区，红星村曾在中国革命历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每年能吸引不少党建、团

建游客，可村民却赚不到什么钱。”在
村口迎接我们的住龙镇副镇长管朝
魁开门见山，“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出
出主意。”季薇点了点头：“放心吧！
我们先看看问题出在哪。”

我们跟着村委会副主任范启发
先来到一间黄泥房，只见门匾上刻
着“中共浙西南特委旧址”。进门右
转，一间小屋墙上挂着各种介绍说明

牌，有“中共浙西南特

委组织系统图”“三大任务”等。接下
来，我们又陆续参观了几处革命旧
址。“你们的保护工作做得不错，展览
内容却大同小异。”季薇边走边和范
启发交流，“不能让游客走马观花，要
给他们耳目一新的体验。”

“来！喝点水吧。”一位工作人员
招呼我们。“村里的餐饮住宿接待能
力如何？”得知买水要专门折回村口
小卖部，季薇敏锐地提出问题。范启
发告诉我们，当地民宿最多能住下
10 余名游客，吃饭只能到村口的一

个农家乐。
随着考察的深入，

红星村的问题逐渐
明朗。下午 4

时 多 ，我

们带着这些问题返回住龙镇，与
镇村干部开展一场“头脑风暴”。

“红星村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
缺乏特色精品项目，再加上接待能力
弱，游客没有消费场景，怎么带动村
民增收呢？”季薇直言不讳。

镇长江雨航连连点头：“目前镇
里正在统一整合闲置农房，预计明年
镇村的接待能力将大大提升。但怎
么打造游客感兴趣的项目，是我们的
一大难题。”

“现在，互动体验类项目更受年
轻人欢迎。比如 3D 演出、沉浸式

‘剧本杀’。”季薇打开手机，给大家展
示此前在各地考察的视频。

这顿时激起了大伙儿的兴趣。“原
来演员、保洁、保安都能带动就业增
收！”“不如我们两个带头上！”江雨航
和管朝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议。

被大家热烈的反馈鼓舞，季薇接
着补充：“资金要用在刀刃上，我建议
根据运营前置的思维，先找一个改造
成本最小的路线，并且适当舍弃一些
性价比不高的规划项目，比如‘时光
博物馆’，费钱费力，且很难产生经济
效益。”

“我们有一条红星街，基础设施
完善，或许符合要求。”江雨航提议。
我们随即来到红星街。眼前，有着三
个弹孔的大门、古朴的人民公社、黄
墙蓝顶的大会堂，可谓一步一景。经
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地非常适
合做“沉浸式红色剧本杀”。两位镇
干部当即委托季薇团队继续对项目
开展运营分析。

“以往我们做规划需要花大量时
间和乡镇干部沟通，没想到今天

居然这么快就有了方向。”季
薇说，“接下来我们会定

期驻镇完善红星村村
庄规划，后续的运营

也会亲自跟进。”

运营前置，让“流量”变“留量”
本报记者 朱 承 通讯员 何 丰 叶炜婷

“走，我带你们逛逛
村子。”一抵达绍兴市柯
桥区漓渚镇棠棣村，驻镇
规划师——绍兴文理学
院元培学院建筑工程学
院园林系高级规划师沈
淑瑜就主动当起我们的
向导。

去年11月，我省推
出第一批驻镇规划师，
沈淑瑜名列其中，指
导村是棠棣村。2020
年从规划设计院调至
高校前，沈淑瑜就曾
参与过棠棣村的几轮
规划设计，被该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建明称为“美丽
顾问”。

池水静静，映照
岸上长廊，我们跟着
沈 淑 瑜 绕 着 村 口 池
塘 信 步 。“ 很 难 想 象
吧 ，这 个 池 塘 以 前 又
脏又小。”沈淑瑜边走
边对我们说，2011 年棠
棣村打造绍兴市首批美

丽 乡 村 精 品 村 时 ，委 托
她 和 团 队 进 行 规 划 设

计，“当时我们坚持充分保
留与利用村资源。新一轮

的村庄规划，我们也要让村
民找得到记忆。”沈淑瑜坚定

地说。
“村庄规划紧跟时代往前

走。最早村民关注的是建房，后
来住得好了，希望村子变得漂
亮。再后来村子漂亮了，希望
村子富起来，开始关注乡村旅
游。”沈淑瑜一边领我们在村中
穿梭，一边娓娓道来，“我再带

你们去看看 2017 年我们为
棠棣打造景区村做的

一个案例。”
穿 过

花满棠缤纷乐园，我们见到了一
座“旅游厕所”，白墙木栅栏的设
计十分亮眼。“村公共厕所建得
这么考究？”我们饶有兴趣地里
外参观了一番。原来，2017 年，
绍兴在全市农村开展“五星达
标、3A 争创”创建活动，棠棣村
成为全市首批“3A 示范村”。“沈
老师团队为我们打造的景区村
规划，包括旅游厕所建设、废弃
小学改造、废弃厂房变身乡村振
兴讲习所等等，有新颖的理念，
也有切合实际的破题之策。”一
旁的刘建明告诉我们，棠棣村和
沈淑瑜是长期的伙伴，希望沈淑
瑜成为驻镇规划师后，继续给予
指导。

“村庄规划要紧跟时代，有时
甚至走在前面。现在不少村庄在
发展乡村旅游，旅游配套设施的
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住宿、餐
饮场所等。”沈淑瑜说。

我们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村中
央的兰花数字工厂，玻璃温室内，
一盆盆兰花被数字科技精心“伺
候”。绍兴越州都市规划设计院
规划师周兵谈到了刚编制出炉的

《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村庄规
划》：“我们从乡村共同富裕、空间
布局优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出发，
致力将棠棣打造成为集观光、休
闲、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特色
花卉生态旅游村。”

“棠棣村要打造未来乡村，
需要挖掘和提升乡村文化，这次
规划是否在村庄文化上添大动
作？”听了周兵的介绍，沈淑瑜转
头告诉我们，棠棣村被称为“千
年兰乡”，兰花种植历史可以追
溯到越王勾践时期，千年前棠棣
村以兰花闻名，千年后花木产业
种下棠棣兴旺的“种子”。“兰文
化是村子的灵魂所在，是否可以
建设兰花博物馆，用来展示与振
兴兰文化？”沈淑瑜开门见山地
提出看法。坐在对面的刘建明
频频点头。

“棠棣村地貌丰富，四周丘陵
山地围绕，中间腹地广阔，我们要
保护好村子的自然风貌、山水格
局，因为正是这样的格局才有这
样的风景，同时也要传承好它的
历史、文化，发展特色产业。”站在
兰花广场，沈淑瑜对我们倾吐心
声，“作为规划师，很荣幸参与并
见证了棠棣村的成长，未来我也
将尽己所能，服务好棠棣村的规
划建设，希望看
到它更长远的发
展，变得越来越
好。”

守住文化
守住根与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孙 良良 通讯员通讯员 何何 丰丰

记者跟随首批省级驻镇规划师走村串户，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乡镇来了“规划师”
编者按：如何既实现强村富民，又能让人们望山见水记住乡愁？2021 年底，我省

正式启动省级驻镇规划师制度，招募专业人才，为乡村规划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技术
把控、沟通协调、宣传等服务，助力乡村发展提档升级。如今，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首

批110支驻镇村规划师团队已陆续奔赴各自结对的114个乡镇（街
道），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这些“造梦师”能为乡村发展带来什么？本报记
者分赴丽水、绍兴、金华，跟随 3 位驻

镇规划师探寻乡村规划的故事。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
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通过专业技术力量引领，
让乡村规划、乡村建设更
加科学合理，真正实现
强村富民、共同富裕？

2021 年 底, 浙 江
省正式启动省级驻镇
规划师制度，一方面
注重加强本土乡村
振 兴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尤 其 是 培 养 当
地 的 乡 村 规 划 、设
计、建设、管理专业
人才和乡土人才；
另一方面，鼓励出

台乡村规划建设人才下乡服
务乡村振兴的激励政策，招
募专业人才为乡村发展提档
升级，通过驻镇规划师“在地
化、陪伴式”服务，由规划师
与村民、乡镇干部、施工队伍
等各方组成乡建联盟，在村
庄规划设计实施中提供全过
程指导。

这一方式需要利益各方
共同参与、互动交流，始终坚
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
参与，才能达到实施好村庄规
划的目的，真正落实乡村振兴
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
而建的要求。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余建忠

“我建议，垄窑村的规划方案，
要考虑未来如何有机融入城市，也
要与整体区块的规划做好衔接。”我
们来到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垄窑
村时，刚好碰到浙江汉宇设计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吴小园，正与金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东分局干
部、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设计师、
镇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探讨村庄规
划方案。

吴小园联系的多湖街道垄窑村
地处城郊接合部，为了当好驻镇规
划师，她已先后 8 次通过实地探访
或者在线交流的形式提出意见建
议，力图通过规划的力量，为乡村振
兴赋能。

“驻镇规划师如何发挥作用？”我
们很好奇。

“跟着我去村里看看吧！”吴小园
回答。

我们在进村道路两侧，看到了一
个个大缸，再往里走，是一整面嵌满
了小坛子的墙，村口还立着四口大水
缸，“古婺缸窑”四个大字映入眼帘。

我们看着新奇，忙拿出手机拍照
留念。“垄窑村由缸窑、孟宅、社坛头
三村合并而来。”一旁的村党支部书
记楼洪有告诉我们，“垄”有田埂之
意，“新村取名垄窑村，正是希望村民
不忘农耕特色和村里的缸窑文化。”
在与村民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相传
垄窑村有 18 座民间缸窑，村子地势
缓缓向上，陶土可就地取材，又紧邻
武义江，方便水运。

“如何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缸
窑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材。”吴小
园接过话茬，“我们可以利用村里古
朴悠久的缸窑文化，打造具有鲜明辨
识度的体验项目和场景，让村子成为
近在城边的亲子游目的地。”

我们和吴小园走在田间小路上，
只见她习惯性地打开地图，一边查看

村子规划打造的集聚区是否宜居，一
边和大家探讨哪些建筑可以保留下
来。走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附近，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热火朝天的管
网改造场景。“现在供水管网已基本
完工，天然气、雨污分流等地下管网
建设正在进行，实现了与城市的对
接。”吴小园说。

吴小园想起第一次来村里时村
干部急切的心情，在村干部们看来，
规划的首要目的，是满足村民建房需
求，并且丰富产业业态，壮大村集体
经济。

有着丰富城乡规划经验的吴小
园，则劝大家别着急：村民合法的建
房需求，一定会得到保障，眼下首先
需要强化的，是村庄的基础设施建
设，要打好城乡融合的基础。

“规划的关键在于全面、长远，是
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
的思考，不能仅局限于眼前利益。”吴
小园又进一步提出了优化路网结构、
优化配套设施、打造乡韵文化村等建
议，在她看来，随着水电气网景等“里
子”工程的实施，群众获得感会进一
步增强。她提出 3 点建议：首先，要
进一步明确垄窑村的定位；其次，要
对整个居住区块拉出路网框架，并结
合垄窑村现状进行规划，同时为其他
村庄安置预留空间；再次，村子要与
南面的江心岛、武义江共同打造美丽
风景线，提高乡村品位。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当好参谋、
提升规划的精准度，是驻镇规划师
们的必修课。临走时，吴小园又约
定了下一次到访
垄 窑 村 的 时 间 ，
她 说 ，只 要 全 身
心 地 去 调 研 、分
析 ，做 好 长 远 规
划 ，村 庄 就 能 有
美好的未来。

着眼长远
更好联动城与乡

本报记者 沈 超 通讯员 何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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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村

垄窑村

棠棣村

驻镇规划师季薇（中）与乡镇干部交流 本报记者 朱承 摄

红星村一角

沈淑瑜在棠棣村参观考察
本报记者 孙良 摄

吴小园（左）在垄窑村讨论村庄规划方案

鸟瞰垄窑村 拍友 胡赣昌 摄

棠棣村

孙 良

朱 承

沈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