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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莲东村一下子火了。最
近，莲东村周末单日游客量最多时超过
3000人，村里的民宿、餐馆人手紧缺，有
的还要临时招工。

莲东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据《夏
履镇志》记载，越王勾践曾在莲东一带屯
兵、驯马。萧绍古道起点就在莲东村，这
条古驿道连通绍兴夏履镇与杭州萧山进
化镇，如今成了不少驴友的打卡地。近
年来，莲东村开办马术俱乐部、修复古
道、兴建驿站特色民宿，充分挖掘驿文
化，逐渐成了网红村。

这个网红村是怎样挖掘驿文化的？
经村党总支书记柯国权引荐，我被“雇”
为村里的“临时工”，前去体验一番。

发展马术多方共赢

我的第一个“老板”是沃泰马术俱乐部
的负责人鲍狄良。汽车沿着村道一直往里
开，我来到位于村子最深处的俱乐部。

为什么会在这里建一个马术俱乐
部？鲍狄良笑着告诉我，他外婆家就在
莲东村，“小时候我就想和勾践一样，在
这里练兵养马。”2016年，他租下村里的
场地，成立沃泰马术俱乐部。

沃泰马术俱乐部占地 570 亩，总投
资上亿元，有进口纯血马、温血马和专供
儿童骑的小马等 30 余匹，专业教练 12
名。这里不仅有室内训练场，还有大片
的草地。

当天来俱乐部的会员和游客不少，鲍
狄良分配给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教练金
磊照料马匹、维持秩序以及教游客喂马。

“咻⋯⋯咻⋯⋯”一进马厩，金磊吹
出一串口哨，马儿们立即探出头来。

金磊为我讲解要领：照料马匹有关
键的三步，首先是刷马蹄，用刷子把夹杂
在马蹄中的泥巴和小石子刷下来；第二
步是刷外皮，刷的时候，动作要温柔，刷
重了，马儿就会嘶鸣抗议；第三步，要将

马鬃编成辫子，让马儿看起来更精神。
金磊手法熟练，半个小时就完工，最后给
小马“威廉安”编辫子的任务，他留给我
试试。结果我翻来覆去编了5分钟，仍然

“不合格”——辫子打得太松了，容易散。
上午10时，俱乐部的会员和游客们陆

续到来，马儿们也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起跳、跨越、收腿、落地⋯⋯训练场上，

只见13岁的天琪和“威廉安”配合默契，一
连串动作让人赏心悦目。金磊说，天琪加
入俱乐部已有3年，目前已经达到参赛水
平。“威廉安”偶尔跨越障碍失败，我就要按
照金磊的吩咐，将障碍物迅速归位。

来骑马的小朋友不少，金磊牵出一匹
小马，扶着8岁的子琦坐上去，让他两手
抓紧马鞍上的扶手，双脚套进马镫⋯⋯金
磊牵着马儿，带着子琦慢慢地适应，不一
会儿，这个原本有点紧张的男孩子有了些
感觉，渐渐放松，开心地笑了。

午饭后我们还来不及休息，30 多位
小学生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来体验喂马。
金磊安排我和工作人员徐宝杨把切好的

胡萝卜条一一分给大家，马儿们吃着小朋
友投喂的“零食”，听着小朋友的惊叹和赞
美，似乎迎来了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村里建起马术俱乐部后，帮助20多
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像我这么大
年纪的，一年能赚 3 万多。”70岁的本村
人徐宝杨说。

其实，除了帮助村民就业，马术俱乐
部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和知名度，此
外，俱乐部交给村里的租金每年就有 30
万元。在柯国权看来，马术和莲东村的
驿文化契合度很高，在村里建马术俱乐
部是多方共赢。如今，沃泰马术俱乐部
已有会员300多名，年访客量上万，单日
营业额最高达18万元。

荷兰人当了回侠客

来莲东村骑马的，还有不少老外。
这天下午，柯国权带着荷兰人托马斯等
外籍友人来到俱乐部。托马斯3年前来
柯桥创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去年

来俱乐部体验后就喜欢上了这里。
鲍狄良不无自豪地说：“柯桥集聚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布商，我这里有不少外
籍会员，马术几乎成了柯桥外籍布商的
热门社交运动。”

托马斯在俱乐部里策马奔腾一番后
意犹未尽，还想牵马去萧绍古道遛一
遛。鲍狄良带着我，陪托马斯一块儿把
马牵到了古道上。

翠竹掩映、溪水淙淙、曲径通幽，站
在古道入口，我顿感心旷神怡。

2018年，夏履镇和杭州市萧山区进
化镇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利用当地旧石
块、毛竹等资源修复古道，还新建了六角
亭、观景平台、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托马斯是中国武侠迷，去年来马场
体验后，他脑海里就生出了骑马仗剑走
天涯的画面。这一次他有备而来，换上
汉服，结上披风，手握长剑，策马古道，过
了一把当中国侠客的瘾。

此刻正是春笋季，一场春雨过后，古
道边的竹林里，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大爷，我能帮你挖笋吗？”看到有村
民在挖笋，我好奇地凑了上去。挖笋的
村民是 71 岁的柯志裕。柯大爷给我传
授经验，微微隆起的新鲜泥土下面往往
有笋。在柯大爷的指导下，我用锄头轻
轻拨开土，果然发现一颗大笋。一旁的
托马斯兴奋极了，他在家乡荷兰没吃过
竹笋，他说：“原来竹笋是这样挖出来
的。我还见过村民用竹笋做了一桌子
菜，就像变戏法一样。”

“这个笋不错啊。”看着我们热闹地
挖笋，正在爬古道的杭州游客沈国伟也
凑上来，他每年这个时间都来爬一回古
道，顺便收购一车笋，带回去晒笋干。“两
块钱一斤，我这里一共有 100 多斤。”柯
志裕说。沈国伟照单全收，这一笔生意，
柯大爷就赚了200多元。

有得赚的不仅是柯志裕。萧绍古道
修缮后游客越来越多，村里有80多户村
民像柯志裕一样，常在古道沿线售卖本
地的鲜笋、笋干、蔬菜、竹制品等，平均每
人每年能增收近2万元。

民宿建成“古道驿站”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但莲东村的夜
晚依然热闹。游客们回到民宿、农庄，开
启了乡村夜生活。鲍狄良带我们去亲戚
柯爱琴家开的古道民宿吃“全笋宴”，满
足托马斯吃笋的愿望。

近年来，莲东村打造了包括 8 家民
宿在内的“古道驿站”农家乐民宿联合
体，古道民宿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65 岁的村民柯爱琴眼见马
术俱乐部和萧绍古道人气渐旺，就下决
心把自家的房子改建成古道民宿，共有
4个房间，一年能创收3万元以上。

我们的到访让本就忙碌的柯爱琴
有点措手不及，因为人手不够，我当柯
爱琴的“帮工”。除了备菜、洗菜，还有
生火——这项灶头间的活我不在行，总
是柴火压得太严实、火烧不旺。好在有
柯爱琴教我，灶火总算旺旺地烧了起来。

开饭了，毛笋土猪肉、油焖春笋、腌
肉蒸笋、笋烧螺蛳、笋末鸡蛋羹⋯⋯柯爱
琴烧了满满一桌菜，托马斯每夹一筷都
要说一句“好吃”。

吃完晚饭，我们坐在客厅和游客们闲
聊。“每次来，我都像回娘家一样，柯阿姨送
我鲜笋，我也在村里买点笋干、土鸡蛋、新鲜
蔬菜带回去。”上海游客陈芳说，莲东村让她
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到这就感觉轻松了。

越来越多像陈芳一样的游客来到莲
东村，带旺了人气，也吸引了众多创业
者。李明夫妇以前在绍兴城区的酒店工
作，因看好莲东村发展前景，他们在这里
办起了餐饮，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包厢都
会爆满，日营业额近4万元。

深入挖掘驿文化以来，莲东村越来
越漂亮。“面子”好看了，“里子”也变强。
去年，莲东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
元以上，同比增长约10%。

记者在绍兴莲东村体验驿文化挖掘

小山村借古道“出圈”
本报记者 苗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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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客人估计要过万，当导游的村
民都不够了，早些来支援我们吧。”一大
早，我就接到了牡丹园负责人黄宣国的
电话。

牡丹园在乐清市白石街道中雁村，
园中牡丹约300亩、5万株。中雁村3月
底开始举办牡丹花节，争相绽放的牡丹
成了“流量王”，每天吸引着大批游客专
程赶来。村民们带着游客赏牡丹花、吃
牡丹宴，从办节至今大半个月来，村里游
客量逾 15 万人次。5 月初牡丹花节结
束时，游客量预计将超过20万人次。

我对中雁村比较熟悉，此前，我和黄
宣国约好了来当志愿导游，没承想一大
拨客人一早就来了。

既有“顶流”也有引流

当我赶到中雁村时，牡丹园门外的
山路边已经排起了车龙。来之前就听
说，4 月来中雁村，10 位游客中有 9 位是
冲着牡丹花来的。看这停车的阵势，牡
丹花的“顶流”地位一点都不假。

我走入牡丹园，只见各色牡丹争奇
斗艳，还有不少没见过的新品种。“黄总
在哪？”我问牡丹园的工作人员，在满是
游客的园里找人可不容易。“那边，他被
游客围住了。”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方
向，我找到了黄宣国，他正在为游客讲
解：“这黑豹牡丹是新品种，阳光下呈深
紫色，你们来看看。”听到这番介绍，游客
都好奇地围观黑豹牡丹。

“ 我 们 园 里 的 花 ，个 个 都 有 故 事
呢。”随着黄宣国移动的脚步，人群又
跟着一起移向了百年牡丹。大家盯着
花朵，惊讶地发现它比成年人的手掌还
要大。

“我是志愿导游小周，我来给你们合
影吧。”看着好几组游客都在百年牡丹前
等着拍照，我加快脚步凑了上去。黄宣国

见我来了，匆匆打了个照面，又接着讲解。
“为什么这里会种这么多牡丹？”一

名游客好奇地问。黄宣国回答：“这里面
还真有故事。”

牡丹园所在的这片土地位于中雁景
区核心区，与最出名的玉甑山遥相呼应，
站在这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如果能再
添点“颜色”再好不过。经过对土壤性质
和种植条件的论证，村里发现种牡丹花
比较合适。最终，原本在山东菏泽创业
的中雁村乡贤黄宣国被村干部说服，带
着菏泽丰富的牡丹资源回到村里开发赏
花经济。牡丹园给村里带来了租金、门
票等收益，还聘用了一批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

黄宣国向游客大力推荐：“你们除了
在牡丹园里看花，还能在农家乐尝到牡
丹宴，在农户家门口买到最地道的自产
农产品。”

“大家联合起来串点成线非常重要，
村里召集我们这些文旅业内人士做过培
训，大家都熟悉彼此的情况，可以相互引
流。”黄宣国告诉我。

香甜的白花最好吃

听完黄宣国的介绍，不少游客都惦记
上了牡丹宴。黄宣国让我给农家乐老板
娘何姐打电话，帮游客预约。电话那头的
何姐忙得不可开交，直接给我派了任务：

“小周，中午的食材都还挂在牡丹园的枝
头呢，你顺道采些来。”

“要白色牡丹，花瓣完整且大，已经
盛开大约一周⋯⋯”我一边重复着何姐
的食材选择标准，一边心生疑问。

黄宣国看出我的不解，便为我科普：
“牡丹花宴是新近推出的特色菜，我们一
起试了好多个品种，白色的花味道最香
甜，颜色越暗味道越涩。开放了一段时
间的花，既有大而肥的花瓣，又能赶在凋
谢前再利用。”

“原来如此。”听完黄宣国的话，我便
埋头寻找起来。穿梭在花丛间，仔细品
味花香和微风一同拂面而来。哇，这就
是春天的味道。

“你看这朵开得多好，可惜被树枝和

叶子困住了，能摘。”“这朵用手轻轻一
碰，花瓣就要落了，也能摘。”在黄宣国的
指点下，我很快就摘了满满一袋子牡丹
花。一边装花，我一边向身边游客们解
释：“我们这是为了制作牡丹宴摘食材，
大家不要模仿哦。”没想到，游客们好奇
心更重了，花也不要赏，直接跟着我一起
去农家乐找何姐。

“何姐，我带客人来了。”何姐闻声热
情地迎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本点菜单。

“我们的特色牡丹宴，有百合牡丹汤、脆
皮牡丹、牡丹煎蛋，你们看看喜欢哪种口
味？”现在牡丹宴成了招牌，她的农家乐
每天都要接待二三十桌客人。

随后，何姐带我到后厨，端来一盆水
让我清洗牡丹花。我一股脑把花都泡到
水中，涮了几下准备沥干，但被她拦住
了。“一盘菜卖40到60块钱，花瓣娇贵，你
这么洗可得亏了。”何姐说着，把花瓣一片
片轻轻地撕下，在水中铺开轻揉，再甩干。
我学着她的样子做起来，20来朵牡丹花不
一会儿就变成了两盘花瓣送进了厨房。

只见厨师给花瓣裹上秘制的勾芡

汁，放入热腾腾的油锅，待包裹花瓣的外
层炸至金黄，一盘脆皮牡丹就做好了。
我抢先尝了一口，酥脆的外皮一旦咬开，
被锁住的花香突然释放，一下子弥漫口
鼻，好香好香！

何姐则把一盆百合底汤与牡丹花瓣
煮在一起，还放入了几片粉红牡丹花瓣
点缀，百合牡丹汤一下子靓起来。

不一会儿，牡丹特色菜齐齐出炉。
客人们又是品尝又是拍照，“吃完口齿留
香啊！下回还带朋友来。”听着客人们的
好评，看着餐盘里食物渐少，何姐和我都
很开心。

其实，除了牡丹游、牡丹宴，村里还
围绕牡丹花做了不少谋划，例如准备把
牡丹花入药，还有提炼牡丹花油、研发成
分用于化妆品等。

床位预订满满当当

“下午能爬山、采摘，黄昏可以去环
湖绿道，或者星空露营地数星星、住房
车。”买单的时候，何姐和客人们闲聊了

起来，她也像黄宣国一样，不时推荐些民
宿以及村里新办的文旅项目。村里的民
宿有10多家，来自杭州的邵阿姨一行希
望住在钟前湖畔，经何姐推荐，邵阿姨一
行选择了石景湖色民宿。

不一会儿，石景湖色民宿主潘光平
开车来接邵阿姨一行。“小周，我这儿忙
完了，要不你跟着去吧。”何姐向潘光平
介绍了我这个志愿导游后，便让我同去
帮忙。

中雁景区最著名的莫过于玉甑峰，
一路上，山路蜿蜒，我们透过车窗始终能
欣赏到玉甑峰的挺拔英姿。车行至开阔
处，一座带着小院的多层洋房出现在眼
前，石景湖色民宿到了。

“一会儿我们安排游钟前湖绿道，欢
迎大家一起去。”潘光平向住店客人们发
出邀请。邵阿姨一行抢先报了名。

院门口摆着七八辆自行车，是潘光
平专为客人环湖游准备的。日头渐沉，
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潘光平带着我们推
车出了院子。往山下一拐，清澈的湖水
就出现在眼前。邵阿姨和朋友们兴致
高涨，我一路上给他们拍了不少合影。

这番情景让潘光平很感慨：“我们村景
色美，可以前配套条件不好，客人出了景区
就走了。2020年我们开始美化村貌，着手
建设绿道。你看，自行车骑行道3米宽，跑
道 1.5 米宽，还铺上了塑胶，很讨游客喜
欢。”正因为有了村容村貌的变化，他才从
新疆回到家乡，租了村民的宅子办民宿。
近期是旺季，他的民宿50张床位都被订得
满满当当的，一些客人一住就是半个月。

绕湖一圈，虽然有 10 公里，但大家
说说笑笑，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走完
了 。“ 好 像 把 中 雁
的 山、水、路 都 打
包 欣 赏 了 。”邵 阿
姨 新 鲜 感 十 足 ，

“我们得在这好好
住一阵子。”

记者在温州中雁村牡丹花节当志愿导游时发现——

鲜花“流量王”变现花样多
本报记者 周琳子

扫一扫 看简印

春天在这里

中雁村，地处温州乐清市白石街
道，坐落在国家 4A 级中雁荡山旅游
景区内，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73％，
是国家级绿色村庄、浙江省级森林人
家、浙江省美丽乡村精品特色村。

村庄名片

周琳子

扫一扫 看视频

莲东村，地处绍兴柯桥夏履镇西南
部，与杭州萧山仅一山之隔，曾获评浙
江省3A级景区村、浙江省级森林人家、
浙江省特色精品村、浙江省未来乡村。

村庄名片

苗丽娜

荷兰人托马斯在萧绍古道过了一把中国侠客瘾。 共享联盟·柯桥 缪勤权 拍友 车炎琪 摄

▲ 本报记者在牡丹园负责人黄宣国（左）指
导下采摘牡丹花，为牡丹宴准备食材。

拍友 吴昱燊 摄

金磊教练带着游客在俱乐部骑马。 受访者供图

◀ 美丽的牡丹园 拍友 吴昱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