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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浙江人

本报玉环 2 月 22 日电 （通讯员 徐红漫 许海平 记者
金晨）“向救人的英雄致敬！”2 月 22 日中午，在浙江玉汽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玉环市区交警中队和该公司负责人一起为抬车
救人的出租车司机张平颁奖，并聘请他为“交通安全宣传员”，授
予“好师傅”荣誉称号。腼腆的张平接过奖状，笑着说：“哪是什
么英雄，只是举手之劳。当时路过的人一起来帮忙，让我感受到
玉环是个有爱的城市，这种感觉真好，也是我收获的最好礼物。”

故事追溯到 2 月 16 日 19 时 33 分，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
子在玉环市玉城街道珠城路辅助车道上转悠。这时，一辆白色
汽车从弄堂里开出，左转弯时突然将其刮擦并卷入车底。

“人压住了，停车停车，快来帮忙！”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外
卖小哥第一时间发现并大声疾呼。此时，路过的玉汽出租驾驶
员张平立马下车冲了上去。

“当时没多想，就直接跑过去，因为当时刚好车前轮压在她的腰
上，我第一反应就是抬车。”张平一边大声呼救，一边试图抬高车身
救人。叫喊声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一时间，路上的行人、路过的司
机、周边商铺的店家、着急送外卖的小哥，甚至刚放学的学生，纷纷
从四面八方闻声赶来施以援手。

前后十几秒的时间，就集结了十几名热心市民。在大家合
力下，仅5秒，轿车就被抬了起来，被压女子也被成功救出。

玉环市区交警中队民警王基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受伤女
子已被抬出，依偎在一名群众的怀里，意识清醒。经了解，受伤
女子姓陈，当时她正在转头打招呼，未注意到后方来车，而肇事
司机转弯时存在一个盲区。王基介绍，目前，陈女士已就医治
疗，多处骨折，无生命危险。

女子被压车底，玉环热心市民合力施救

5秒，他们抬起生的希望

最近这一年，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这
个家家户户种白茶的地方，来了很多背着电
脑的“新村民”。

他们不是游客，而是来这里工作、生活
的数字游民。

沪、苏、浙、闽、赣⋯⋯停车场的车牌来
自五湖四海；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
由译员、摄影师、编辑⋯⋯大家的身份各不
相同。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办
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卸下大
城市里的繁重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
996，没有打卡签到，拿起电脑移动办公，这种
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年轻人追捧。

2021 年 12 月至今，距离杭州市中心 60
多公里的溪龙村，这里的安吉数字游民公社

（Digital Nomad Anji，下称“DNA”）已吸引
500余位数字游民（DNAer）自发前来。

DNA里的他们，刻着共同的DNA。那是
自由、创造的基因，是对新生活状态的追求。

去吗？去上一种新的班

DNA 由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
来，正门仍然是厂区最常见的那种伸缩门。
看着平平无奇，但走进里面，却别有洞天。

办公大厅里，贴着入住游民的资料卡。
大家彼此都用网名相称。

满墙的卡片，是数百位数字游民曾经来
过的痕迹。

DNA的故事，始于2021年。
那年 3 月，负责溪龙乡“白茶原”乡村振

兴项目的上海开发商找到许崧和阿德，一番
沟通加上实地考察后，双方就“到安吉建一
个数字游民社区”的想法一拍即合。

提出概念、落实选址、改造旧房，一切都
很顺利。

可当 2021 年 12 月 2 日 DNA 首次发帖
招募内测成员时，老许心里还是没有底。他
和阿德考察过巴厘岛，那里集聚了大量数字
游民，形成了社区。但在国内，数字游民社
区还是个新鲜概念。

会有人报名吗？来了后，会不会看一眼
就走掉？好在效果超出了许崧的预期。仅凭
这一个招募帖，很快，第一封报名邮件来了，
数字游民们从四面八方集聚到这个小村落。

顾噜噜和 Summer，是最早一批住进
DNA的人。

Summer 是位设计师，她被招募帖里的
照片吸引。透过巨幅落地玻璃窗，望见满目
青翠的茶园——那张白茶观景平台的照片一
下子戳中了她。一冲动，这对情侣就报了名。

“如果思前想后，很多事情都不会实
现。”顾噜噜清楚地记得，12 月 15 日内测第
一天，两人从上海来到安吉，“我们来得最
早，待的时间也最久。从时间长短就能知
道，我们待得还蛮舒服的。”

这一体验，就留了下来。DNA 的工位
共享，不属于特定的谁。每次有事要离开
时，他们就把苹果电脑拆机搬走。前段时
间，春节刚过，他们又带着电脑重返，开始新
一年的工作。

为什么不待在城市，愿意一次次回安
吉？问及原因，顾噜噜说，不想闷在家里干
活，他觉得DNA氛围轻松，交到了很多有趣
的朋友。要回上海也近，开车就两个多小时。

“ 全 世 界 有 趣 的 人 联 合 起 来 ”，这 是
DNA 建筑外墙上的醒目标语。这里聚集着
一群有趣的人。

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越来越多人的工作
可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约束。

数字游民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
地能办公。

新冠疫情影响下，更多新人加入这个群
体。DNA 曾对 159 位会员进行了统计，数
字游民生活（或远程工作）时间还不到 3 年
的，占比高达86.8%。

群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00后。
我们去的第一天晚上，有一场剧本杀等

着大家。
本子是一位游民的原创剧本，作者 ki-

wi 亲自当 DM（主持人）带本。活动在群里
一发出，接龙报名瞬间凑齐人，还有人没抢
到位子，特意跑来现场围观。

kiwi 学的是编剧专业，00 后的她刚毕
业不久，玩过剧本杀后觉得自己也能写，就
想试试。这是她第一个独立完成的作品，里
面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真实经历，花了两个
月时间写，又花了半年时间修改。

kiwi马上要带着这个本子去参加剧本杀
展会了，所以邀请DNAer来测试体验，“收获
了很多有用意见，准备回北京以后再改改。”

在 DNA，生活和工作似乎模糊了界限，
周末和工作日也不再分明。

游民们职业各异，所以这里没有职场内
卷，却有思想碰撞。手头的工作干累了，起
来找附近的人聊聊天，往门口一坐，随时可
以聚集很多人。

来啊，过一种向往的生活

乡村给数字游民们带来了什么？也许
是久违的自由和惬意。

百里是浙江一所公立学校的美术老
师。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女生当老师，就是
端着铁饭碗盼着退休金。但百里不想往后
余生都这样安稳度日。

2022年，作为人民教师的第10个暑假，
百里来到 DNA，住了两个月。原来，生活还
可以这个样子！数字游民的生活让她发现
编制之外更有蓝天。

暑假结束，回去上班，日复一日的生活
让她越来越怀疑人生。前段时间，她下定决
心从学校离职了，“我想做个自由的人，想带
着我的画笔去周游世界，去探索人生更多的
可能性。”

放弃稳定的工作，离开传统意义上正确
的职业路径，是很多游民的选择。他们中，
有人辞去了大厂的高薪工作，坚持自己的喜
好；有人赚着大城市里的钱，过上乡村自由
的生活；有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也有人
在探索新的职业方向，找寻新的朋友。

正当我们和游民们攀谈时，几位新入住
的朋友来了——Peter 带着新人们，一一讲
解DNA各种设施的使用。

宿舍区有 4 人间和 6 人间，草坪上还有
集装箱改装的双人间，总共 80 余个床位。
房间价格最低只需要每周 180 元，配套却并
不逊色。

办公区、会议室、咖啡厅、厨房、篮球场、
滑板道、K 歌房⋯⋯热爱健身的游民你一砖
我一瓦，还攒出了个野生健身角，卧推架、组
合杠铃、哑铃、TRX 等，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还有游民买来了自助酒柜，取名“苕溪
三兄弟”⋯⋯

附近的树下小白屋是 DNA 的食堂，有
接 驳 车 过 去 ，徒 步 或 骑 行 也 不 远 。 虽 然
DNA 身处乡村，但外卖、水果、奶茶等，都可
以通过手机方便购买。

当 然 ，也 有 很 多 DNAer 喜 欢 自 己 做
饭。采访时，我们正巧遇上了一个 6 人火锅
局。共享厨房里，大家一起动手洗菜、备菜、
炒菜，其乐融融。

DNA 的 24 小时，每小时有人睡去，每
小时有人醒来。

晚上 11 点多，我们离开时，周边的乡村
早已沉睡，但DNA里依旧灯火通明，剧本杀
的小伙伴还在沉浸式体验，门口的聊天小分
队也没有散场的迹象。

每个数字游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
同。有人喜欢早起晨练、一早开工，也有人
喜欢熬夜修仙、日夜颠倒。

好在，这里很容易找到气味相投的人，
感受到社交带来的亲切和温度。

事实上，数字游民的孤独，正是 DNA想
破解的。

探访期间，我们也想入住 DNA体验，但
被婉拒了。一来，没有空床位；二来，DNA
只接受 7 天以上的入住申请。这点，和青年
旅社很不一样。

“时间太短融入不了社群。有人情味的
社群关系，是吸引数字游民聚集的重点。”许
崧说。

平日里，深夜聚餐、围炉烤火、集体踏
青、电影放映、线上读书、相约健身⋯⋯各种
自发的活动，总能迅速得到响应。

前不久，DNA 发起了一项面对会员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DNAer 对 DNA 生活
的整体满意度很高，非常满意和较满意的占
93.71% ，高达 97.74% 的人表示会考虑重
返。而他们选择数字游民空间入住的考虑
维 度 ，排 在 榜 首 的 是 社 群 氛 围 ，高 达
93.08%。

365 天，周周有新人到来，周周有老友
告别。

当天在给新人做讲解的 Peter，两天后
自己也要离开。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四个月，
兼职做些 DNA的服务工作。他本职是个灯
光师，虽然平时灯光编码也可以远程完成，
但总有些工作需要去处理。

“多的时候，一天离开 20 多个、来 20 多
个。迎来送往，一大堆熟面孔变成生面孔。”
阿德说，离别很不舍，但大家离开以后都还
会有联络，会一起游山玩水一起工作。

有的会组小团队接业务、一起挣钱，有
的会相约滑雪冲浪。他们期待着重逢，无论
是在安吉，还是在别处。

不可否认，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数字
游民们也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因此，在 DNA，有人去往下一站，有人
留下来，也有人体验过自由后，再次回归按
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

不经意间，成为宏大叙
事的参与者

DNA 有两个大群：一个是“DNA*在地
群”，群里只有正在驻留的人，离开即退群，回
来再重进；还有一个叫“DNA*同乡群”，住过
的游民只要愿意，都可以在那儿继续交流。

同乡群目前已有近500人，即将满员。
单看 500 这数字不大，可如果把它放进

更广的视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要知
道，整个溪龙乡总人口不过9000多人。

数据显示，2022 年，共有 473 位数字游
民入住过 DNA，平均入住天数 47 天，平均
入住年龄 31 岁，其中 37%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历，每日平均工作时长6.8小时。

这批年轻又高学历的数字游民给乡村
带来了什么？

虽然主观上，他们只是在找寻一种舒服的
生活工作方式，但天南海北的数字游民相聚在
此，确确实实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活力与生机。

我们得知，兔年春节有 30 多个人是在
DNA 度过的，甚至有游民特意把家人带到
了这里。

在乡村振兴这一宏大叙事中，数字游民
们不知不觉地成了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

DNAer 编辑了两期《白茶原小报》，刊
印后，小报出现在溪龙乡各个景点、设施以
及村民的手中。

他们还参与撰稿、绘画、编辑、设计了 3
册《白茶原手账 2022》，分为生活日记、设计
手记、风物笔记三大主题。手账已被安吉县

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收藏。
隔壁梅溪镇一家小面店，也因为游民们

的光顾，小火了一把。
面店老板曹大姐埋首厨房，不懂打理店

面，店里既没有店招，也没有菜单。偶然一
次的光顾，百里的味蕾被打动。她自备材
料，帮老板手绘了图文并茂的简易菜单，还
给它取名“大姐面馆”，推荐给了其他游民。

“大姐面馆”的故事，被写进第二期的
《白茶原小报》。

让这座“珊瑚礁”肆意生长

“就像海洋里的珊瑚礁，我们希望 DNA
能孕育出一个生态。”阿德这样告诉我们。

“我不是数字游民。”对话时，创业者小
廉坚定地跟我们强调这点。

做餐饮的小廉，确实不属于数字游民，
但却和数字游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数字游民朋友，他来到DNA小住；被安
吉吸引，留下来创业，现在仍居住在DNA。

去年 6 月，小廉关掉了昆明的餐厅来到
安吉，11月，“炎·薪火Bistro”开业。新店开
业后，一度冲上了大众点评湖州市西餐厅好
评榜榜首，现在位居安吉县西餐好评榜首
位。而这间餐厅的设计，则由另一位游民、
建筑设计师阿舒操刀。

小廉去过很多地方，也曾在日本学习厨
艺。会在安吉停留多久？我们问。“应该会
很久。在国内，你很难找到像这样的地方
了。”他这样回答。

用阿德的话来说，这正是“珊瑚礁”孕育
的生态之一。

当 DNA 周围的生态形成，许多非数字
游民也被吸引到溪龙。

松木巴士的到来，为 DNA加重了“游牧
味道”。

辞职前，荷包蛋是阿里的产品经理，哈
里是蔚来汽车的设计师。但 2017 年，厌倦
了这种生活的两人驾驶着房车，开始游牧生
活，也开始了房车改造这个新的事业。

和一般的数字游民不同，松木巴士的房
车改造，属于制造业。

“过去我们总被问到，我们算不算是数
字游民？在我看来，无论是叫数字游民，还
是叫新游牧民，都只是有着相似生活方式的
人以不同方式被归类罢了——有的人以数
字化工具为生产方式，有的人以车作为居住
和移动的交通工具。”荷包蛋说。

两人去过很多地方，但现在他们搬来
DNA 了，他们的一部分车主也加入了 DNA
这个大家庭。DNA 的草坪上，总是停着好
几辆房车。

“起初，我们只是想要成为乡村的一分
子，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然被推在了乡村
发展的浪尖上。”荷包蛋告诉我们，其实这就
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
西，在DNA真的是在生活。

他们的工作室外边，停着一辆上世纪70
年代的老公交车，荷包蛋和哈里把老公交车
改造成了公共图书馆，准备开到乡村各处
去，送文化下乡。

把工作室搬来的，还有不少人。
糯 米 饭 把 他 的 怪 兽 工 作 室 搬 到 了

DNA。真元子这位陶瓷手艺人，本来是来
安吉找“土”的，却意外找到了爱情。如今，
他把窑搬来了安吉，正在建工作室。

这些由 DNA 衍生出的创业故事，也让
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期许。

安吉，很有把数字游民群体留下来的诚意。
溪龙这边，正在新建数字游民公寓；安

吉创意设计中心（ACDC）去年下半年正式
开放后，不少游民喜欢去那里办公。

ACDC 的馆长 Lilly，也住在 DNA。她
说，DNA 在进行二期扩建，用更多的床位、
更多的工作室，迎接更多的新老朋友。

DNA 的运行从内测到进入正轨，比想
象的快。今年 1 月，许崧“功成身退”：“这里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自循环，已经不需要我们
一直陪伴了。”悄然抽身的他，把重心转移到
安吉的天荒坪镇。

为何？因为当地很
认可 DNA 这种模式，希
望进一步推广。“有了政
府的支持，项目推进速度
很快，那边今年 3 月下旬
就可以试运营。”许崧说。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落脚安吉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落脚安吉““新社区新社区””

DNAerDNAer，，生活在乡村的数字游民生活在乡村的数字游民
潮潮 声丨执声丨执 笔笔 沈沈 吟吟 李李 灿灿

扫一扫 看更多

本报讯 （通讯员 申鸿位 吴子燕） 近日,金华市婺城区人
民法院以进驻婺城区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努力完善“一窗分
流”制度，拓宽诉前纠纷化解渠道。今年 1 月以来，共分流案件
669件，占总收案数的60.93%，已成功调解172件。

据悉，婺城法院联合婺城区司法局对特邀人民调解员进行
工作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考评，推进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
化。为更好提高案件调解质量，每一个分流案件确定一名跟案
法官，由其指导案件调解、法律适用。

此外，婺城法院建立常态化特邀调解员业务培训机制，由资
深法官授课。前不久，婺城法院组织开展了首次特邀调解员业务
培训，由资深法官围绕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结合案例和经验，就调
解流程、调解技巧、相关法律法规及“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等进行深
入讲解。

婺城法院完善一窗分流制度

拓宽诉前纠纷化解渠道

DNADNA里的共享工位里的共享工位。。

来自各地的人们相聚在一起，进行剧本杀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张莉 王洁） 跨省
找了工作，租房却是件麻烦事，自己来回看房麻烦，找中介又怕
不靠谱。但从老家云南来嘉善县大云镇打工的夏付群却发现，
租房这件事靠一朵“云”就能搞定。前不久，夏付群来到大云镇
缪家村出租房屋旅馆总台，通过当地的“云管家”系统在线选房，
联系房东看房，还顺手办了新居民备案登记，不到两个小时就租
到了心仪的房子。

“云管家”是个事无巨细的“管家婆”，不仅登记汇总了大云
各村社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入住等信息，连出租房屋的位置、内
部设施、房租价格都能一键筛选查询，让房东租得放心、房客住
得安心。像“云管家”这样的“云”，在大云可不止一朵。

“让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我们有‘五朵云’呢！”大云镇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大云镇探索破解基层网格治理难题，借力数字
化改革破题，推动社会治理“五朵云”建设，“云网格”“云管家”

“云访室”“云法庭”“云镜”五大社会治理服务品牌深入人心，用
“五朵云”服务全镇3.8万人。

“每天检查，确保村民连线时不断线。”日前，大云镇东云村
“云访室”里，村干部徐浩打开显示屏，查看电路电线连接、视频
设备是否正常运作。“云访室”配备了视频监控室、心理疏导室、
信访接待室、调解室，实现百姓事项受理、登记、办理和反馈的一
体化运转。自从村里开出“云访室”，村民有了难事，到这里轻点
鼠标，就能通过视频和镇干部面对面反映。群众反馈的一般简
单事项做到村级“秒接快办”，困难事项由村干部或镇干部“红色
代办”。

村居是否清廉？“云镜”来画像。“‘云镜’系统有云计算撑
腰，通过对小微权力运行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能为村居清廉建
设打分。”大云镇纪委书记季俊杰说。“云镜”让纪检监察、组织、
信访、生态、文明等12个部门的日常工作数据信息共享，随时形
成各村基层政治生态现状、特点和趋势的报告。可报告，也可预
警。如村级采购、资产处置、工程项目等情况连续两次未公开等
情况，“云镜”将预警并自动生成《预警提示单》。一旦收到提示
单，村级党组织必须在三个月内反馈整改情况。系统上线以来，
已监测各类数据信息 54 条，下发《预警提示单》4 份，发出各类
预警27条。

“云法庭”实现“共享法庭”等司法服务延伸到人民群众家门
口；“云网格”小程序让村民线上报到即可参与村社服务⋯⋯借
助“五朵云”，大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被点燃了。眼下，大
云社区微网格长议事会、洋桥村每日网格晨会、缪家村每周“一
三五”网格夜访等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嘉善大云数智赋能基层治理

生活琐事，找“云”帮忙

2月 22日，浙江绍剧团在绍兴市柯桥区江桃村进行惠民演出。两
天四场传统大戏，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深受戏迷喜爱。图为绍剧

《三请樊梨花》在江桃村文化礼堂的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郑培庚 拍友 顾兆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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