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阳光灿烂。
走进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深蓝计

划”咖啡馆，一汪湛蓝湖水映入眼帘。观
景平台上，不少年轻男女手捧咖啡，正拗
着不同的造型拍照、打卡。一旁，头戴棒
球帽、身穿棉麻衬衫的程铄钦朝记者挥了
挥手。

程铄钦，安吉本地人，曾是一名乡镇
小学语文老师，辞职后开启创业路，在红
庙村的一处废弃矿坑打造出了网红咖啡
馆“深蓝计划”。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始终
坚守初心，带着年轻团队用热情和创意，
不断擦亮这抹“深蓝”的高光，描绘出了
五彩斑斓的乡村创业梦。

执着的“始作俑者”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程铄钦是一个
文质彬彬的青年，但他有一颗不安现状、
求新求变的心。

只因想做些不一样的事，2021年程
铄钦辞掉了教师工作，和 6 个朋友一起
找项目投资创业。他们跑遍安吉乡村，
最后看中了红庙村的这处矿坑。

“在这里卖咖啡？真的会有人来
吗？”一开始，村里并不理解。为了打消
疑虑，程铄钦带着村干部去瀑布咖啡、瓢
虫咖啡等网红“村咖”调研体验，实地讲
解在乡村布局新业态的市场前景，并许
下承诺：“如果成功了收益共享，如果做
不好，也绝不让村集体和村民利益受
损。”

被小伙子的执着打动，红庙村没有收
租金，村民和村集体以资金、资源入股了

“深蓝计划”。2022年4月12日，项目正
式开工，仅用了18天就完成了改造。

独特的矿坑景观、浪漫心形湖泊、废
土风水泥墙，加上“以门票换咖啡”的独
特运营模式，让“深蓝”成为当年五一假
期文旅市场里的黑马，开张当月营业额
突破80余万元。

但火爆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业态
单一、场景丰富度不足，一个月后，咖啡
店生意逐渐淡了下来，营业额大幅下降，
到了七八月份，少的时候一天只能卖出
一两杯咖啡。看不到项目发展的未来，

另外6名合伙人相继要求退股离开。
“我不能退出，因为我是那个‘始作

俑者’。”程铄钦坚定认为自己的方向并
没有错，也铁了心要向村里兑现承诺。
于是他开始四处筹集资金，一边买下合
伙人的股份，一边对项目进行新的改造。

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到乡村？在那段
人生“至暗时刻”，程铄钦总是在思考这
个问题。渐渐地，他找到了答案——“我
们要贩卖的并不是单纯的咖啡，而是场
景设计和情绪价值，为游客们提供一种
理想的乡村生活。”

他将“贩卖”乡村美学做到了极致。
通过改造提升，项目增设了一批新的打
卡点，并请来专业摄影师为游客免费摄
影，全方位满足年轻人拍照发微信朋友
圈的社交需求。为了破解夏季户外炎热
的痛点，程铄钦还引进了雾森系统，不但
清凉解暑，而且为游客带来了雾气飘渺
的独特体验，照片更有氛围感。

就这样，“深蓝计划”开始在小红书、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走红，流量加持下，一跃成
为长三角地区热门的网红咖啡打卡地。

爱抠细节的“程老师”

这抹“深蓝”何以醉人？高颜值之

下，其中蕴含着年轻和创新的活力。
“深蓝计划”团队共有 127 人，主要

由大学生组成。“学医的、造船的、搞服装
设计的，啥专业都有。”程铄钦说。

去年夏天，25 岁的贵州女孩王恋宇
从成都一所高校毕业，循着小红书上的
江浙沪旅游攻略来到了“深蓝计划”。“当
时我对未来很迷惘，但在这里看到了忙
碌而又充实的同龄人，就决定要留下
来。”经过自荐、面试，“游客”王恋宇成功
加入了“深蓝”大家庭，她和其他小伙伴
一起做咖啡、布置场景、策划活动，深度
参与景区运营。

回想起第一天上班的情景，王恋
宇仍记忆犹新。“当时程老师正在接受
采访，节目最后要拍一张员工的集体
照，他想都没想就把我拉了进去。”她
说，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团
队温暖。

“我们公司没有等级森严的规矩，大
家都习惯喊我程老师，我也希望和小伙
伴们一起学习进步。”程铄钦说。

为了让团队里的年轻人更有归属
感，今年春节前“深蓝”在安吉县城办了
一场隆重的年会，请来了团队成员的家
长，包吃包住让大家深度体验安吉的绿
水青山和创业氛围。几天下来，家长们

逐渐理解了孩子们到乡村工作的热情和
执着，有20多户家庭还支持子女在安吉
买房扎根。

“对伙伴亲切包容，但对工作，程老
师可是出了名的严格。”殷祥欣比王恋宇
早一年入职，是“深蓝”的主创人员之
一。在她眼里，“程老师”特别爱抠细节。

比如有时候上午游客不多，工作人
员只布置了一部分露营椅，其余的就倚
在角落。程铄钦看到后就会把所有椅子
都一张张打开、摆好。“他说无论游客多
不多、会不会用，都要把座位准备好。”大
家这才意识到，这些小事都是提升用户
体验的一部分。

在程铄钦的带动下，这支专业不同、
各有所长的年轻团队一边“脑洞大开”，
一边“死抠”细节：围墙上的创意标语改
了又改；空调外机裸露在外，涂鸦弥补颜
值；废墟种花海，反复对比后选定了红色
玫瑰⋯⋯

团队层出不穷的创意，驱动着“深
蓝”持续改造出新，在社交平台话题不
断。今年“五一”假期，单日单店出杯量
达到了8818杯，妥妥“村咖”届“顶流”！

眼下，程铄钦和团队又一头扎进了
安吉灵峰街道城南村的艺术改造项目。

“这是‘深蓝’2.0 版，项目内容和商业模

式的创新很有颠覆性。”程铄钦卖起了关
子，“都是我们团队大学生的点子，绝对
值得期待！”

村民口中的“靠谱小程”

深植乡村，程铄钦与这片土地的羁
绊很深。据介绍，“深蓝”采取“两入股三
收益”的运行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占股
49%。如今项目运营越来越红火，村集
体和村民都享受到了分红，获得了真金
白银的回馈。

除此之外，他积极为村民提供摊位，
助销农产品；向慈善机构多次捐款，回报
社会；今年 2 月他给红庙村里 80 周岁以
上的老人发了新年红包⋯⋯一提起程铄
钦，红庙村 90 岁老大爷余文华竖起拇
指：“小程，靠谱！”

采访当天，记者遇到了红庙村村干
部王永，他正带着一支高校调研组来“深
蓝”考察。两位年轻人一见面，便熟络地
打起招呼。“你好像黑了点。”王永拍了拍
程铄钦的肩。“那可没你黑。”程铄钦立马

“回击”，两人都笑了。
王永回忆，当时村里入股“深蓝”做

“村咖”，老实说，大家都捏了一把汗。“看
着小程带着一群大学生，克服万难，硬是
把破矿坑变成了一个聚宝盆，我们深受
触动，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人。”

为了抓住流量，红庙村趁势大力发展文
旅产业，积极完善基础设施，村干部也主
动做好客商考察、节假日交通疏导等服
务。“天天在外面跑，不就都晒得黑了
嘛！”王永说。

看中“深蓝”效应的，远不止红庙
村。这几年，安吉正在打造十大民宿“共
富村”，梅溪镇邢湾村也是其中之一。“民
宿村落集群建好了，该怎样引流？”荆湾
村党委书记张华想到了离得最近的“深
蓝”，没想到联系程铄钦后他立马就应下
了合作。今年“五一”假期，荆湾村民宿
村落集群专门在“深蓝计划”设置展板、
现场推介，程铄钦也帮着引流吆喝。

有人问，“深蓝”现在这么火，为什么
不自己做民宿，肯定可以赚更多钱。“那
多无聊。”程铄钦说，他一直避免把“深
蓝”做成一个面面俱到的综合体，“真正
的乡村振兴，肯定不止一种颜色，多种垂
直业态并存，才能五彩斑斓、百花齐放。”

不久前，程铄钦联合“小瘾·半日
村”主理人陈谷、“DN 余村”主理人许崧
等知名乡村主理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乡
村主理人公社。程铄钦说，公社将充分
发挥乡村主理人的经验优势，举办公益
性路演、沙龙等活动，为想在安吉乡村
创业的青年提供资源、培训等支持，引
导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沃土，追求创业
梦想。

“深蓝计划”主理人程铄钦将废弃矿坑改造成网红“村咖”——

乡村振兴，不止一种颜色
本报记者 叶诗蕾 通讯员 王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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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铄钦 浙江深蓝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他
将安吉县红庙村废弃的矿坑改造成咖啡馆，日接待量
突破两万人次，创下单日单店出杯量8818杯的记录，
成为江浙沪最火爆的乡村网红打卡点之一。

舟山体育路一栋居民楼里，一位双
目失明的年轻男子端坐在电脑前，手指
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伴随着电脑读
屏的声音，屏幕上的字一个个蹦出来。

他叫刘家齐，今年 29 岁，是普陀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理疗科的一名按摩
师。因患有先天眼疾，刘家齐从出生开
始视力就逐年衰退，16 岁时已经几乎看
不清东西。面对人生的重大挫折，他依
靠对文学和写作的爱好，支撑着自己走
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虽然眼睛看不清，但自由的想象可
以驰骋五湖四海。从 12 岁完成第一部
网络小说至今，刘家齐已创作了10余部
作品，文字总量超过 1000 万。前几天，
一位粉丝还根据他创作的小说精心制作
了一段动画短片，让他备受鼓舞。

“譬如野草，生于幽谷，扎根泥石，广
纳雨露，花开寂静，以待有风。”刘家齐常
用自己写的这句话鼓励自己。他坚信，
只要不懈奋斗，终有一天会开出属于自
己的花朵。

倍速听书积累素材

初见刘家齐，他留着清爽寸头、身着
浅蓝色牛仔衬衫，文质彬彬。若不仔细
观察，很难发现他是一位盲人。

命 运 从 一 开 始 就 对 他 很 残 酷 。
1995年，刚出生几个月的刘家齐被确诊
为“青光眼”——眼房水过多压迫视神
经，导致视神经逐步凋亡。父母带着他
开启了漫漫求医路，从 6 个月到 16 岁，
刘家齐经历了 4 次眼部手术，但依然没
能将光明“留住”。

他这样形容这个过程：视野变得越
来越窄，不是突然性黑暗，而是能清楚地
感受到，眼前五彩斑斓的世界一天比一
天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恐惧、无力充斥
着他幼小的心灵。“不知道光明的小偷，
哪一天会把光全部偷走，就像头上悬着
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刘家齐这样形容
自己的痛苦。

从小好强的刘家齐，从来不把痛苦
展现在父母面前。“他因为视力不好，小
时候就经常磕磕碰碰，但即便在外面摔

了跤回家也不说，看到他摔破的裤子我
只能默默心疼。”回忆起儿子小时候的
事，刘家齐的母亲红了眼眶。

“因为视力不好，收集信息的能力就
很差。”刘家齐略感无奈地说，直到2006
年春天，母亲帮他找到了一款专供盲人
使用的电脑读屏软件，这让本就喜欢阅
读的他兴奋不已。

通过自己摸索，刘家齐仅用短短半
个月时间就学会了用读屏软件阅读、写
作。每天一放学，刘家齐就在自己房间
里“听”书。历史、哲学、武侠⋯⋯各种类
型的书籍，都被他如饥似渴地装进脑袋
里，虽然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模糊，但内心
却越来越鲜亮。随着视力衰退，听觉上
的注意力越发集中。刘家齐听书的速度
越来越快，从 2 倍速到 3 倍速直至更快，
短短几天就能“啃”完一本厚厚的书。

与此同时，一个作家梦也逐渐在刘
家齐的心里生根发芽。通过每天雷打不
动地“听”书、触类旁通“悟”书，刘家齐积
累了一定的写作素材。他开始利用课余
时间进行创作。很快，他的第一部网络
小说完成了，并且在读书网站上发表。

到了初二，视力衰退严重的刘家齐
再也无法与正常的孩子一起上学。他通
过考试进入了浙江省盲校就读高中，此
后又进入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攻读康
复治疗专业。在这个过程中，刘家齐在
努力学好课程知识的同时始终笔耕不
辍。毕业时，他已创作了好几部作品，文
字总量超过500万。

网文写作独辟蹊径

在刘家齐的宿舍书桌上，放着一台
笔记本电脑，每天他都会坐在电脑前“码
字”。

眼睛看不见，怎么写小说？刘家齐
为记者现场演示了他写小说的过程。他
在电脑上安装了读屏软件，用键盘上的

“上下左右”移动光标，光标移动到哪儿，
就会语音提示选中的文字或软件名称。
他精准地打开写字软件，使用搜狗输入
法打字，每输入一个字，电脑都会把字

“读”出来，他再选择自己需要的文字。

然而，依靠耳朵写作，远远没有看起
来这么简单。

刘家齐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误打同
音字，汉语里有大量同音字，仅靠耳朵无
法区分。刚开始，刘家齐用读屏软件写小
说，1000 多字就会出现三四十个错别
字。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刘家齐终于总
结出一套尽量避免误打同音字的办法：遇
到没把握的生僻字，尽量打与之相关的成
语或词语，然后把要写的这个字单独挑出
来。如果还不行，刘家齐就通过语音释义
来确定。靠着自己发明的这些“土办法”，
他打字的准确率日益提高。不过刘家齐
还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他的母亲。“有
时候为了赶稿，就会为了打字速度舍弃一
些准确率，改错别字的任务就会交给妈
妈。”刘家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2017 年 6 月，考取“盲人医疗按摩
师”后，刘家齐进入普陀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理疗科工作。从校园到工作岗位，不
变的是对写作的热爱。从参加工作至今，
刘家齐发表了5部作品，平均每部作品字
数达 100 万。长篇网络小说要求“更新

快”，不仅考验作者的文学功底，还考验作
者的体力和耐力。这对双目失明、白天又
要上班的刘家齐来讲，压力很大。

在小说连载的日子里，刘家齐每天
晚上坚持写作四五个小时，日更 4000
字，常常写到腰酸背疼。有一次，一个相
熟的病人来找刘家齐推拿，一看到他就
皱眉问道：“咦！你怎么身上也有一股子
药味儿？”刘家齐指了指身上，解释道：

“身上贴着四五块药膏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家齐4月份刚

刚完结的一部融合了穿越、言情、重生等
多重元素的网络小说，在 QQ 阅读平台
上获得了 8.1 万的收藏量，起点中文网
上也有 1 万多收藏量。4 个多月的连载
过程中，一直有很多读者催更，更有读者
发长文评价分析人物性格、预测故事结
局。“小说在情节设定上吊足读者的胃
口，让人忍不住想往下看，剧情设计也不
落入俗套，常常让人意想不到。”“文笔很
好，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很生动，对人物内
心世界的刻画又很深刻。”“这本书我是
一章一章蹲点看下来的，最吸引我的是

作者的文化功底，体现在小说的很多细
节里。”⋯⋯网友的一条条好评都是支撑
刘家齐更新的动力。

如今的刘家齐已经充分了解了网络
小说的取材、行文和受众，他签约了掌
阅、阅文、番茄小说等网络小说平台，作
品以都市情感、古代神话类小说居多。

“网络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用一个字来
概括就是‘快’，内容更新快、读者反馈
快，题材更迭也快。”刘家齐说，以前一个
题材可以延续一两年，现在一个题材一
两个月热度就过去了。在刘家齐看来，
跟人家比“快”，他没有优势，于是另辟蹊
径，在人物刻画、情节描写上下功夫，力
求内容更加饱满。眼下，他的作品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

为文学梦不懈追求

“回首一路走来，我的点滴进步，都
凝聚着无数人的关爱。”刘家齐说，很多
人从他生命中走过时都留下了温暖，他
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感动一直深

藏于心。
在浙江省盲校读高中时，班主任是

照亮刘家齐写作道路的一道光。“当时我
还没写出成绩，自己也没什么信心，班主
任就鼓励我，在写作上给予了我很多指
导。”想起老师的谆谆教导，刘家齐的脸
上露出了笑容。

“后来到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读书，
来自浙大、浙工大、杭师大等大学的老师经
常大老远来给我们上课，还带着我们去各
个大学交流。”刘家齐动情地说，那段日子
过得很精彩，因为有老师和同学的陪伴，视
力衰退这件事似乎也不那么痛苦了。

工作后，对刘家齐来说，来自同事和
大众的关心关爱更是无处不在，“下雨
天，路比较滑，同事会提醒我慢点走；碰
到前面有玻璃门，大家就会快速上前帮
我先打开；病人会跟我讲他们的游记，给
我描述外面的世界⋯⋯”

最让他感动的是，近年来，政府、企
业、技术人员都在不断地为“互联网盲
道”建设而努力。看新闻，靠文字识别技
术“读”出资讯；想购物，通过图片转语音

“描绘”商品详情⋯⋯刘家齐打开自己的
手机展示了一项项“特殊功能”。“借助信
息无障碍技术，我们视障者可以在工作、
生活中自如使用互联网产品，这不仅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也为我们搭建了
融入这个社会的桥梁。”他感慨地说。

十多年下来，刘家齐已坦然接受失
明的残酷现实，但在文学创作上，他从来
没把自己当作残疾人，他用耳朵代替眼
睛，顽强地追寻着自己的文学梦。

“经常有人问我，盲人怎么吃饭？怎
么穿衣服？盲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我
认识的盲人中，有人会编程，有人能做
曲，还有人参加普通高考并取得高分。”
刘家齐告诉记者，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经
历告诉大家，在
这个时代，视障
者也可以有多元
化的兴趣爱好和
生活方式，更可
以通过努力获得
属 于 自 己 的 成
功。

舟山盲人刘家齐10余年写了超千万字小说——

花开寂静，以待有风
本报记者 黄宁璐 见习记者 吕凌棘

程铄钦站在“深蓝计划”观景平台上。 受访者供图

工作之余，刘家齐在户外拿着手机“听”
书。 拍友 傅明燕 摄

游客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美景。 拍友 夏鹏飞 摄

刘家齐在书房写作。 本报记者 黄宁璐 摄刘家齐在书房写作。 本报记者 黄宁璐 摄

矿坑里一汪湛蓝的湖水俯看呈心形矿坑里一汪湛蓝的湖水俯看呈心形。。 梅溪镇供图梅溪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