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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多地乡村游开始闹猛，但
李祖村有些不一样——这里最吸引游客
的，是创客和丰富多彩的业态。

李祖村曾是后宅街道偏远的后进
村，2020 年，李祖村充分发扬义乌人的
创业精神，着力打造创客村，至今已吸引
200多位国内外创客，业态不断更新。

如今，漫步李祖村，处处都有游客在
打卡。随便拐进一个小院子，都值得一
逛：在“猫的小院”边看电影边撸猫；在

“南瓜家甜水铺”点上一碗甜水，随手拍
个角落都很出片；在“蒸馏器咖啡”，边喝
咖啡边和清华大学的创客聊上几句⋯⋯

最早入驻李祖村的创客之一、“life
生机农场”的85后农场主朱佳莉是义乌
本地人，如今已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网
红农创客。创客给李祖村带来了哪些改
变？近日，我给村里的农创客当助手，从
中寻找答案。

创客抱团合作引流

朱佳莉以前是花艺师，2019年来到
李祖村，承包18亩土地建成“life生机农
场”。农场里种了上千种花草树木和农
作物，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主要承接周
边地区的儿童亲子自然课堂、生日派对、
团建等。

“有20组家庭预订了明天亲子自然
课堂，包含彩虹植物染、野菜大搜寻、手
工面包 DIY 等活动。你先来帮我做准
备工作吧。”近日一大早，朱佳莉就给我
发来信息，我马上出发了。

来到农场，我在一块大草坪边找到
了朱佳莉。匆匆打了个照面，她就给我
派活了：“我们一起把桌椅、帐篷搬到对
面吧。”朱佳莉个子小小的，白白净净，很
难把她和农场主联系起来。

“这是我爸妈、我老公、我弟弟，这位
是‘大叔’。”朱佳莉带着我边干活边认
人，她着重介绍了“大叔”——李祖村村
民方文正，今年 72 岁。农场建设之初，
朱佳莉就请他重拾老本行，前来照料农

场的土豆、卷心菜、草莓、梨树等果蔬。
“我种了一辈子地，闲不住，这份工

作就在家门口，每天还能和年轻人聊聊
天。”老方说，很多村民现在都不用出去
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搬 完 物 品 ，我 们 又 开 始 安 全 检
查 ——第二天参加亲子自然课堂的小
朋友多数只有5岁，在野菜大搜寻环节，
需要为他们选择一条相对平缓、方便采
摘的线路。我们定好线路后，沿途清理
树枝、石头，排除可能存在的风险。一路
走一路看，我发现这里野趣盎然——除
了野菜，还有桃树、梨树等，此外还散养
了鸡鸭鹅等家禽。

做完这些活，还没来得及歇一会，就
有一对年轻夫妇抬着一大缸染液走进农
场。“他们是‘沙漠的染坊’创客店铺的主
理人楼老师夫妇，明天的彩虹植物染环
节就由楼老师来上课，你来给楼老师当
助手吧。”朱佳莉说。染色我没做过，一
下子有点紧张，赶紧向楼老师讨教要
点。楼老师简要介绍了一下，笑着安慰
我：“不难的，我们肯定能配合好。”

如今，李祖村共有 200 多位创客，
他们三五人组队运营了 52 家店铺，包
含咖啡馆、文创、直播等业态。创客们
经常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像朱佳莉
和楼老师这样相互合作、引流已成为
常态。

此外，村里还有 5 个正在孵化的创
客项目。2020年，李祖村出资引进专业
化运营团队，聘请职业经理人助力打造

创客村，并配套出台了不少优惠措施。
“除了帮助孵化项目，运营团队还会在社
交平台帮助我们推广、引流，有时还会带
我们出市、出省参展，为我们更好地发展
提出建议。”朱佳莉说。

创意课堂生动活泼

第二天清晨，阳光灿烂，李祖村游人
已不少。我来到“life 生机农场”的时
候，楼老师夫妇已经在大草坪上忙开了。

彩虹植物染环节，是用红、黄、蓝三
色植物染料，通过扎染的方式，把白色小
方巾染成彩色。草坪上放着 3 桶染料，
其中蓝色染料装在塑料桶里，红、黄色染
料则装在保温桶内，桶身上温度计的刻

度指向60℃。
当帮手就要眼里有活。我赶紧拿起

勺子，准备把染料分装到一个个小盒子
里，方便小朋友们操作，结果被楼老师拦
住了。“草木染分为冷染和热染，蓝色染
料由板蓝根叶子发酵而成，可以常温冷
染。但是黄色和红色染料是用苏木、栀
子果煮沸滤出，扎染时染料要在 60℃左
右，你现在分装出来，一会就没法用了。”
我只好放下勺子，帮楼老师分发扎染用
的小方巾、牛皮筋。

9 时左右，家长们带着 20 位小朋友
到齐了。楼老师开始介绍扎染的起源、
操作步骤，我赶紧给小朋友分装染料。

楼老师把关键部分讲解完毕，示意
我接着开始下一个环节。按照此前楼老

师教我的，我抛出了一个问题：“小朋友
们，你们知道桌上3种染料，要先染哪种
颜色吗？”“红色”“蓝色”“黄色”孩子们把
3 种颜色都猜了个遍。看他们一脸疑
惑，我现学现卖，给他们科普了冷染和热
染的区别，并告诉他们要趁着红色和黄
色染料正好在合适温度，先进行热染。

“如果想要颜色深就多浸泡一会，想
要颜色淡就少浸泡一会，还可以把颜色
混合，染出这里没有的颜色。”在我介绍
的时候，楼老师在一旁拿出一块方巾给
孩子们演示。

一个小时后，小朋友们染色结束。
楼老师教他们打开用牛皮筋扎着的小方
巾，并用清水漂洗，就获得了五彩斑斓的
效果。看到自己鲜艳的劳动成果，孩子
们欢呼雀跃。“带孩子一边走进春天多彩
的大自然，一边学染色，很有创意。”一位
家长说。

28位村民入股餐厅

陪着小朋友们做游戏、摘野菜、做面
包，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

“你帮我去‘豌豆花’乡厨和小木屋
小吃街，看看预订的中饭准备得怎么样
了。如果已经做好，辛苦你尽快拿过
来。”朱佳莉拿出一张手绘地图，给我指
了方位。原来，今天村里游客多，朱佳莉
怕餐厅忙不过来。

我正准备出门，一个中年男子提着
蒸笼进门了：“你们的小吃来了。”他是小

木屋小吃街做生意的村民方春伟，送来
了朱佳莉此前预订的南瓜面、东河肉
饼。小木屋小吃街主要销售义乌特色美
食，摊主都是李祖村村民，食材都是地道
的土货。

小木屋小吃街我不必去了，只要再
去一趟“豌豆花”，方春伟热情地为我带
路。原来，他是“豌豆花”的股东之一。

“豌豆花”由村里28位村民出资入股，是
李祖村第一家餐厅，2018年开张后半年
就回本，股东年年有分红。“当时村里旅
游刚起步，很多人不敢投，部分村两委成
员带头入股，才打消了我的顾虑。”方春
伟感慨。他以前在外打工，现在回乡入
驻小木屋小吃街，再加上“豌豆花”的分
红，去年收入超过20万元。

走出农场，就闻到了烧烤的香味。
农场左手边的“十亩时光·共享营社”已
坐满游客。游客们搭起烧烤架，一片欢
声笑语。方春伟告诉我，这是村集体投
资的项目，去年 11 月开始运营，今年估
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不一会儿，“豌豆花”到了。这个餐
厅共有两层，此时已经没有空桌，我的老
熟人——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方豪龙正好在这里陪客人用餐。在我
等待服务员给饭菜打包的空当，方豪龙
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村里的创客挺能策
划，每隔几周就举办音乐节、市集等新鲜
活动，游客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现在村里人气旺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赚钱。红火的局面吸引了不少在外的年
轻村民回乡当创客。近两年来，李祖村
每年的游客量同比增加 30%，去年游客
量超过30万人次。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方豪
龙非常关注政策动向。“今年省委‘一号
文件’聚焦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
求深化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新培育农
创客 2 万名。”方豪龙说，希望李祖村良
好的创业氛围可以引来更多年轻农创
客，培养更多乡村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在义乌李祖村给农创客当助手——

创意产业，改变偏远小村
本报记者 叶梦婷

“呜——”中午时分，随着“嵊翔16”客
轮缓缓靠岸停泊，原本安静的嵊泗县花鸟
岛码头一下子热闹起来。春暖花开，花鸟
村正在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旅游旺季。

我跟着师傅——1998 年出生的张
雨清整理了下仪容仪表，举着民宿名牌
迎接游客。下船的游客 100 多人，其中
12人预订了张雨清所在的花屿爱丽丝民
宿。游客的行程、旅游线路等，均由张雨
清这样的民宿管家帮助定制——花鸟村
有60多家民宿，共有200多名民宿管家。

近年来，花鸟村充分考量海岛环境承
载能力，发展定制旅游，将离岛劣势转化
为优势，以品质旅游换来了市场热度。

定制旅游究竟是怎么做的？带着这
个疑问，我跟着张雨清当起了民宿管家。

辗转订到客轮包间

“欢迎来到花鸟岛，一路上辛苦了，
我是你们的民宿管家雨清，这位是实习
管家伊伲⋯⋯”接到客人后，张雨清就开
始热情地介绍，我也学着样跟大家打招呼。

“这个时节春雾多、风浪大，大家过
来晕船吗？”“这里昼夜温差大，大家别看
现在还挺热乎，晚上会有点凉。”张雨清
一边和游客沟通，一边帮忙推行李，带领
大家向不远处的旅游观光车走去。我则
对照游客名单核点人数，确保没人落下。

我们接的这批游客主要来自江浙沪
地区，多是情侣、朋友或亲子家庭出行。“他
们中，有些人老早就预订了。”雨清告诉我，
村里的民宿预订从4月上旬就已爆发式增
长，“五一”假期的房间已全部订满。

载着我们的旅游观光车，慢慢往村
中心驶去。“花鸟村远离陆地，花草丛生、
林壑秀美。早些年这里很少有游客涉
足，2015 年定制旅游开始发展，目前这

里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雨
清向大家介绍。

几分钟后，花屿爱丽丝到了。穿过
别致的小院，我们来到民宿前台大厅，这
里的建筑、装饰都选用了木头材质，透过
一旁的落地窗，海上美景若隐若现。

“这次多亏你们帮忙，一路上顺畅了
不少。”办理完入住，来自湖南长沙的女游
客小蔡向张雨清表示感谢。小蔡告诉我：

“嵊泗到花鸟岛的船票很火爆，快赶上抢
演唱会门票了。我妈怕晕船，想买带包间
的船票更是难上加难，多亏了张雨清帮我
买票。她一路上都和我们保持联系。”

花鸟村定制旅游采用的是“一岛一景
区一公司”管理模式，为保证品质，整个花
鸟岛每日游客数量严格控制在300人以
内。岛上的花鸟微度假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汇总各民宿管家提供的游客数量，并据
此统一协调、调度观光车、票务等事项。

“得知小蔡的需求和难处后，我联系
了公司，通过他们协调，总算预订了船上
包间。”张雨清告诉我，“每次接到民宿预
订单之后，我们都会立即和游客点对点
沟通。出行前，我们根据游客需求帮助
他们制定旅行计划，旅行中还可根据游
客需求提供全程服务。”

张雨清一边为我介绍，一边建起了
一个微信群。“我们为当天入住的游客建
群，发布入住指南、温馨提示等内容。游
客群咨询问题也方便。”张雨清说着，就
在群里发了一条温馨提醒：“外面风大，
大家出门时记得带件外套哦。”

量身定制海岛行程

将游客送至房间休息，我们才有时
间坐下来。这时，张雨清打开她的工作
笔记，再次核对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她
告诉我：“我们民宿总共17间房，包含我
在内共有 3 名民宿管家。这一批 12 名
游客，有的是经我们帮助定制线路后自
由行，有的由其他两名管家负责接待。
我对接的主要是杭州来的贺女士。”

这时，张雨清接到入住游客的咖啡
订单。磨豆、压粉、萃取⋯⋯她制作完毕

后，又让服务员刘荷娣送至客房。刘荷
娣是本村人，今年 60 岁，在民宿负责保
洁等杂活，每月工资5000元。“村里有不
少身子硬朗又闲不住的老人。各家民宿
会面向他们推出一些服务岗位，帮助他
们在家门口就业。”张雨清说。

简单休息了会，贺女士来到前台找
张雨清。她是带着 6 岁的儿子乐乐来
的，特别要求张雨清全程陪同。

“实在抱歉！刚接到通知，海上风浪
大，你们之前预约的渔家乐出海捕鱼现
在还不能出发。要不把明天的行程提
前，我们先去看艺术展，再去花鸟灯塔赏
落日，行吗？”张雨清对贺女士说。贺女
士点头应允。

不一会儿，张雨清联系的观光车到
了，车上的摄影师小向跟我们打招呼。
小向旅居花鸟村，以拍摄为业。一到旺
季，他为游客拍照的日程就安排得很
满。为了把这次旅行好好记录下来，贺
女士让张雨清预约了摄影师。

“首站，我们要去的是《没
有人是一座孤岛》艺术
展，这个展是 4
月刚推出

的 ⋯⋯”观 光 车 上 ，张 雨 清 向 贺 女 士
介绍。

“姐姐，我想看荧光海呢！”乐乐嚷嚷
起来。“现在，天气还不够热，荧光海看不
到哦。”说着，张雨清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向乐乐展示自己拍摄的荧光海。“其实，
导致海水发光的是一种藻类，把海水一
搅立马就是一圈圈散发蓝光的涟漪。留
个念想吧，下次还可以再来！”。

车窗外，白墙蓝顶的民居错落有致，
路边的萝卜花随风摇曳，岙口泊着几艘
渔船，海岛气息格外浓郁；车窗内，大家
一路欢声笑语，转眼到达目的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展示了花鸟
村里的故事，这是花鸟人的艺术展，他们
用老物件、环保作品等来探讨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艺术展
中，展馆工作人
员为游客介

绍。贺女士带着乐乐边看边听，小向则
时不时选角度帮他们拍照。

“这是我第一次来花鸟村，在前期定
制线路时，我让雨清把岛上比较火的景
点都安排上了。雨清还特地给乐乐安排
了低碳艺术馆绘画的行程，很贴心。”贺
女士说，跟团不自由，自己又没时间做攻
略，有这样的定制环节方便了不少。

结对帮扶温暖村民

日落时分，张雨清带着我们来到花
鸟灯塔。灯塔周围，已经站了不少等待
落日的游客。贺女士母子俩在小向的指
导下，在镜头前摆出一个个动作，留下了
精彩的瞬间。

一天的行程完毕，张雨清安顿好贺
女士母子俩，又要带着我去看望花屿爱
丽丝的房东——84 岁的村民陈如龙。
她说：“陈爷爷既是我们的房东，也是我
们的结对老人。”

到达老人家中时，花鸟乡民宿联盟
党支部书记应志芬碰巧也在。“爷爷，晚
饭吃了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着
做的？”张雨清用舟山方言问候老人。“最
近挺好，没啥要帮忙的。”陈如龙笑呵呵
地应着。

应志芬告诉我，花鸟村常住人口中近
80%是老年人，经花鸟乡政府倡议，村里
采用了“宿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民宿
在租赁老人住宅的同时，为老人预留房
间、完善装修，并提供必要的照料服务。
目前村里的民宿已和 172 位老人

结对。
陈如龙家的老房子以每年 5 万多元

的价格被租下，除了增收，这股热闹劲儿
也让他满心欢喜：“和民宿结对后，我家
变了样，每天看着进进出出的年轻人，日
子过得热闹多了！”

从陈如龙家出来，张雨清带着我漫
步花鸟村。路边的杂货铺、烤鱼片摊位
人气也很旺，这些摊位的经营者，多是土
生土长的村民。“之前小店开到夜里8点
钟就关门了，现在每天要开到10点半。”
经营着杂货店的王大伯感触颇深，“游客
多的时候，小店每天能做到上千元。”

一度沉睡的孤岛被唤醒，花鸟村近
年来旅游热度不断提升，村民的钱包也
渐渐鼓了起来。去年，花鸟村集体经营
性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逾
20.3%，是 2015 年定
制旅游起步发展时的
9倍；去年花鸟村村民
人均收入超 3 万元，
较2015年增长41%。

记者在嵊泗花鸟村当民宿管家——

定制旅游，平添鸟语花香
本报记者 何伊伲

叶梦婷叶梦婷 扫一扫 看视频

何伊伲何伊伲

春天在这里

花鸟村，在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花鸟岛上，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曾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村庄名片村庄名片

李祖村，位于义乌市后宅街道，
是浙江省美丽乡村精品村、省第二批
未来乡村、全国文明村。

村庄名片

扫一扫 看视频

李祖村村口的游船深受游客喜爱。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摄

记者（左）帮工作人员分装染料。 本报记者 潘秋亚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拍友 王松能 摄

记者（中）和张雨清（左）一起为游客服务。 拍友 向璟 摄

美丽的花鸟岛美丽的花鸟岛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