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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创植入乡土空间
《种地吧》深耕农文旅融合

今年 4 月，“00后”黄彬“沿着”网线，
来到了综艺节目《种地吧》的录制现场，
在“少年之家”偶遇三位少年，“他们刚从
虾塘回来，厚厚的防晒霜下，遮不住略显
黝黑的皮肤，伸手一握，感觉到手掌有层
老茧。”

黄彬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今年 4
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相关
团队，来到三墩镇山联社区后陡门（村小
组）调研，黄彬是其中一员。

这个名为《种地吧》的劳动纪实互动
综艺，用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展现着10
位少年在 400 多亩土地上的播种、耕作
和收获。开播两季以来，就成为“流量收
割机”，收获全网热搜 7638 次，在豆瓣及
微博综艺榜长期霸榜，也将全国的视线
聚集在西湖区的乡村。

“我们进行诸多尝试，将《种地吧》节
目与镇村有机融合、无缝衔接。”三墩镇
相关负责人说，当地梳理出 18 项农产
品、民俗、文化、企业资源清单，争取通过
节目流量反哺镇村发展。

比如，10 位少年应邀参与杭州西溪
国际龙舟文化节，青春与古老的相逢，让

“龙舟胜会”的传统民俗在 Z 世代心中划
开了水花；立夏时节，山联社区书记汪国
建烧立夏饭的提议被节目组采纳，让杭
州老底子立夏习俗得到传扬、深化。

西湖区的数字产业、现代制造业，如
何与《种地吧》联动？今年 6 月，再次来
调研的黄彬，就在《种地吧》麦田音乐会
上，看到表演的机器狗，它来自三
墩 镇 的 科 创 企 业“ 云 深
处”。VVC 防晒衣、
芝麻汤团等本地产
品得到展示，实
现销售收入 53
万元。西湖区
借势出圈，光
是关键词“后
陡门”，在微
博 、抖 音 、小
红书等平台点
击量累计超 20
亿次。

“ 千 万 工 程 ”
推进20年多年后，节
目唤醒都市人对农村当
下状态的向往，更多人将目
光投注向生养我们的土地。
西湖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动
向，由区文旅集团联合蓝天下传媒，共同
打造“后陡门·种地星球”项目，将建设综
合性的农文旅体验空间，打造成长三角
地区的文旅新地标。

由此，西湖区实实在在地抓住机会
风口，承接住了这波流量。一个农业为
基、文化引领、旅游创富的农文旅融合新
模式，日渐清晰。

这样的农文旅模式，在西湖区处处
是群像：双浦镇的周富村，从特色产业九
曲红梅和巧克力切入，做精做亮自然研
学和文旅创意新产业；龙井飘香的上城
埭村，走出从吃茶到赏茶的“茶+休闲”之
路。农文旅融合的实践串珠成链，让村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今年1至5月，西湖
区休闲农业接待人次达269.6万人、营业
收入5.6亿元，带动农产品销售2.8亿元。

发掘艺术和美
“艺术村长”以文化振兴乡村

夜幕降临，转塘街道长埭村体育公
园内，老人们伴着音乐跳起广场舞，孩子
玩沙坑、溜滑梯，年轻人们则在篮球场、
网球场挥汗如雨，还有些人坐在场边，欣
赏着恬静的茶山。

“在我们小时候，村口的大樟树、晒
谷场、宗祠，就是一方公共空间。农村现
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塑造全新的空间，
来承载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国美术
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专业教师董莳说，她是“艺术乡村”首席
运营官，“爆改”体育公园、村公所等公共
场所，正是她和“艺术村长”——中国美
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李凯生，以
艺术力量振兴乡村文化的破题口。

乡村之美，在形更在魂。激发乡村
活力与创造的新路径在哪？2023 年，西
湖区联合中国美术学院推出“艺术村长”

机制，首批 6 位中有建筑师、电影人、
戏剧导演、设计师。今年“艺术

村 长 ”不 但 交 上 精 彩 答
卷，还将朋友圈扩大到

8 位，加入了西泠印
社、浙江音乐学院
等机构、高校力量。

艺 术 家 到 了
村 里 ，仅 凭 专 业

和兴趣做事是不够的，董莳说她和团队
秉持一个原则：深挖文化、寻找文脉，顺
着文脉生长的方向助力乡村的发展。

“长埭村历史不长，清朝末期村民从
温州等地迁徙到这里。”董莳介绍，移民
村的特性反映在地理空间上，让房屋随
着迁徙的先后顺序零散分布，通过主干
道来串联，形成绵延展开、视野开阔的村
庄大格局，在时间的变迁中，原本小村间
的空地变为大村的公共空间，生长为村
庄的“前庭后院”。

“移民特性对地理空间的影响，就是
长埭村最特别的地方。我们沿

着它与生俱来的内在结构
顺势而为、锦上添花，

去强化其固有特质，
而不是去打破。”

董莳说，当她对
村 庄“ 前 庭 后
院 ”的 荒 地 整
理 、归 类 ，并
对照菜地、景
观、茶树、草坪
等土地特性赋
予新的文化价

值，村民家门口
的 空 间 由 此 打

开。大家从过去“不
向荒地投去一瞥”，到时

不时走进去散步、议事，欣赏

落日，这种转变，就是环境美化和场所更
新，影响村民精神世界、焕发生活力的证
明。

每座村庄都有独特的“文脉”，找准
并点中文脉的穴位，是千村千面、万村万
象的关键。慈母桥村素来以“慈孝文化”
闻名，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
授周东红，进行近 20 次的走访调研，完
成建设慈母桥村亲子主题运动公园，在
这里实现“一老一小”的代际融合。

刚新晋升为“艺术村长”的浙江音乐
学院教授刘福洋，在今年村晚舞蹈表演
中融入当地的“采茶”等元素，受到空前
的欢迎，当地村书记感叹“这是观众最多
的一届”。这位有着 500 多万网络粉丝
的青年舞蹈大咖，以何家村的茶山、光明
寺水库、草坪为背景，自编自导舞曲，让
何家村跟着舞蹈视频出圈。

周东红、刘福洋、董莳⋯⋯8名“艺术
村长”及其团队投身于乡村，形成整村运
营方案 6 个，落地外桐坞艺谷、大岭艺术
社区等标志性成果 11 项，孵鸡湾风貌提
升、大岭道路优化等 20 个项目正稳步推
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是人要活起
来。‘艺术村长’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一名
普通的村民，他们最终成就的不只是一
个美丽的村庄，更是一群开始艺术生活
的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说。

如今，在和“艺术村长”的共处中，忙

时摘茶、闲时弄墨成为村民生活的常态，
办展、画画在村里已经稀松平常，村民在
不经意间完成了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
的转变。

赋能“两镇六街区”
用文化之光点亮星火

在西湖区，众多都市型乡村呈现
一派诗情画意。轻雾朦胧的西湖、草
木丰茂的西溪、茶山苍翠的龙坞，以及
苏东坡、白居易、钱镠、施耐庵，沉淀出
深厚的人文经济底蕴；人们诗意地栖
居在这片土地上，涌现出农民画家、茶
山舞者等“本土艺术家”，“柴米油盐酱
醋茶”正与“琴棋书画诗酒花”相遇、相
融。

“从城乡二元结构融合发展看，农
村和城区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平衡性依
然存在，让农村老百姓享受到优质文化
服务供给，是浙江包括西湖区面临着的
一项重大课题。”西湖区委宣传部有关
负责人说，让懂文化的人才下沉到西湖
区这片诗情画意之地，想点子、造品牌、
找资源，让人民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文化
生活。

推动人才服务乡村文化建设，西湖
区已经先行先试。比如，西湖区实施一
年多的“艺术村长”项目，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西湖区持续打造的“赛村晚”载体，
就是从基层生长出来的文化品牌。

西湖区将如何发挥文化人才的作
用，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浙江省
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认为：

“西湖区要做好统筹协调的大文章，比如
运用好‘艺术村长’、艺术乡建等文化人
才队伍，深化联动，形成合力；还要和乡
镇宣传委员、村民甚至游客等共创文化
事业，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做出让当地
有获得感、能认可的文化项目。”

眼下，西湖区正在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高标准打造“两镇六街区”，即艺创
小镇向着“浙江文化产业第一镇”目标
进发、龙坞茶镇力争打造“中国第一茶
镇”；留下古镇、三墩五里塘等历史街
区，探索市井与商业共生新模式，转塘
艺术生活街、曙光路城市漫步风情街等
艺术街区，将打造成为现代版艺术生活
街区，文三街、天目里等国际街区要“永
葆活力”，成为科技与艺术兼具的城市
会客厅。

“两镇六街区”，无疑为各类文化人
才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为文化与现
代创意碰撞交锋提供机遇。

“文化人才将深入西湖区的小镇、乡
村、街区，挖掘不同的文化资源和特色，
并在公共空间设计、游览路线打造以及
亮点项目营造上，充分发挥智慧和光热，
让‘两镇六街区’项目从图纸变为‘看得
见的实景图’。”西湖区委宣传部有关负
责人说。

（本版图片由西湖区委宣传部提供）

热播综艺节目《种地吧》的10位少年

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埭
村，“艺术村长”改造的体
育公园。

艺创小镇

村庄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最基本的细胞。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共同富裕的篇章，就是从一个个村庄开始的。

“千万工程”扎实推进 20 多年后，形式和内涵不断迭代升级。相比村庄肌理、村庄样貌，人们将目光投注在文化内核上。作为典型的都市农业经

济发展区，迈入新时代以来，杭州市西湖区探索“艺术村长”领衔、《种地吧》文旅品牌打造、文化赋能“两镇六街区”等特色做法，走出以文化之力助推乡

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曾亲历“千万工程”启动、实施，他认为西湖区“展现出‘千万工程’全新阶段的独特活力、别样生命力，综

艺文创节目的巧用，促使美丽经济有效转化为注意力和生产力，‘艺术村长’在乡村的规划和运营，则用文化与艺术点亮了乡村的内在精神和气质。”

一个个村庄正重塑，一条条文脉被传承，“千万工程”对西湖区农村的改变，发生在过去、亲历在现在，也在遥远的未来。

《种地吧》成顶流“艺术村长”出圈 文化赋能“两镇六街区”

西湖区：奏响“千万工程”乡村振兴变奏曲
丁 珊 谢雯艳

霞光下的西湖区乡村 童立本 摄

龙坞茶镇乡村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