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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故事一定要用自然的语气
讲出来，千万不能死记硬背⋯⋯”5月25
日 13 时 30 分，在嘉善县干窑小学报告
厅里，每周四雷打不动的故事课堂如期
开课。讲台上，68 岁的钟爱文腰背笔
挺、笑容可掬，不时抬手比划，给来自不
同年级的 24 个故事“苗子”讲课。从讲
台到舞台，钟爱文总保持着一丝不苟的
形象。

就在不久前，她站上了 2021-2022
年度中国好故事发布典礼的舞台。一头
短而微卷的黑发，身着剪裁得体的黑色
风衣，长长的彩色丝巾往脖间一围，钟爱
文满脸笑容地站在舞台中央，一手捧花，
一手稳稳举着一座奖杯。作为嘉善县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她的原创故事作品

《天使在人间》从近 20 万篇参赛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评年度中国好故事。

从看故事、讲故事到创作故事，出生于
嘉善县罗星街道鑫锋村的钟爱文50多年
与故事“相恋”，从一个热爱文艺的农村姑
娘，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奶奶”。如今，她
仍坚守在创作和传播故事的文艺一线。

讲得精彩
村民听入迷忘记吃冰棍

周末带着团队下乡去镇村演出，到
乡间采风搞创作写故事，带着徒弟、学生
参加省市各类讲故事大赛⋯⋯从嘉善县
文化馆退休后，钟爱文反而更忙了。

她却乐在其中。“我对故事的热爱，
源于儿时。”钟爱文，人如其名，爱看书。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嘉善农村，书是稀
缺资源。只要一得空，她就跑去小学的
教职工宿舍，找语文老师借书看。一次
老师给了她一本故事会，自此，故事的世
界向她敞开大门。

包罗万象的故事里，有人情冷暖、滑
稽笑闹，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故事会成为钟爱文的固
定读物。17 岁时，钟爱文到公社窑厂上

班，一个月工资 12 元。“4 元钱给家里补
贴家用，4 元钱给读高中的弟弟，剩下 4
元我留着。”钟爱文清晰地记得，刨去一
个月的生活费，她总要留下几角钱买一
本故事会来看。

从农民到窑厂工人，钟爱文辗转干过
针织厂供销员和运输站会计。可她始终
没有放弃自己的“故事梦”。钟爱文爱看
故事，更爱讲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她
总忍不住要讲给身边人听。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她加入了嘉善县的业余故事员队
伍，进村入企、走街串巷地去讲故事。

一个夏日午间，钟爱文到了姚庄丁
栅的村里讲故事。艳阳高照，钟爱文也
不怕晒，往村里晒场上一站就开讲了，声
音又响又脆，立马吸引了不少结束农忙
的村民驻足。一位村民听得入迷，忘了
手中还有支冰棍，结果故事讲完冰棍也
化没了，这逗趣的一幕恰巧被摄影师拍
到，这张照片钟爱文收藏至今。

结合志愿服务，钟爱文每年大年初
一带着故事队进茶馆、养老院、文化礼堂
讲故事，一讲就是 12 年。如今，钟爱文
传播故事的足迹遍布农村、社区、部队、
养老中心等，讲了近 2000 场故事，所讲
的故事有500多个，听众超10万人次。

随时记录
灵感来了半夜爬起写作

钟爱文有个习惯，喜欢随时记录。
出门要带上笔和便签纸，床头也放着笔
和笔记本。几十年做记录，她留下了一
大柜子笔记本，也收获了“好记性”的评
价。为什么这么喜欢记东西？“只要有创
作灵感，我一定要立马记下来。”钟爱文
说，创作故事就是要不停地思考和记录。

从讲故事到创作故事，钟爱文这步跨
越多亏了一个人。他就是嘉善县文化馆
原馆长何焕。自从加入了县里的故事员

队伍，钟爱文演出的机会多了，渐渐小有
名气，有时听到一些趣事怪事，她就自己
改改编编，变成故事讲给听众听，可从没
想过要记录下来。有一天，何焕叫来钟爱
文，丢给她一出民间小戏的台本，让她以
此为基础改写一个故事出来。

这可让钟爱文犯了难。“我一个农村
姑娘，读的书也不多，怎么搞得来创作？”
年轻的钟爱文绞尽脑汁，勉强写了一个
故事出来。明明嘴里说着很溜的话，一
变成文字放到白纸上，怎么看怎么别
扭。果不其然，何焕才瞅了一眼，就把故
事打了回来。钟爱文连续改了三次，何
焕仍是摇头。就在钟爱文想放弃时，老
馆长拿出了一台录音机。

“来，你把故事讲出来。”钟爱文讲，何
焕给她录音，然后再一点点回放。他放一
句，钟爱文就写一句。就这样，两人一句
一句地把故事记了下来。钟爱文至今记
得那个故事的名字叫《一对兔子》，这是她

第一次从口头创作走向了书面创作。
首创成功后，钟爱文仿佛开启了新

世界的大门，一心扎到了故事创作中
去。“不少故事其实是被逼出来的。”钟爱
文说。什么样的故事才有生命力？接地
气的。为了写出老百姓爱听的故事，钟
爱文经常和不少搞创作的好友一起出门
采风。白天去乡野访农家，晚上就回小
旅馆里搞创作，连睡觉做梦都在构思情
节。有时半夜灵感闪现，她立马就要起
床写作。等天亮了，一个故事就写成了。

一晃 50 多年过去，钟爱文成了“钟
奶奶”，可她始终记得老一辈故事人教会
她的一件事，嘉善民间故事创作和演讲
的“香火”不能断。

传递热爱
“钟家军”比赛她必定到场

浙江省千名群众文艺骨干、浙江省
优秀文化志愿者、多次获评县文联先进
文艺工作者⋯⋯在多年的文艺工作中，
钟爱文拿过许多奖项，但相较于荣誉，让
她最欣慰的，还是那些她一手带出来的
徒弟和学生。

“别看师傅平时和和气气的，一到比
赛就板脸。”王斌是钟爱文的大徒弟。这
个44岁的汉子，至今还是一到比赛看见
师傅就犯怵。王斌是嘉善干窑人，从小
就是个文艺骨干。虽说大学学的是室内
设计专业，但毕业后他还是义无反顾选
择了文艺行业。当主持人、演小品、开办
语言培训机构，王斌忙得不亦乐乎。一
次演出中，他结识了钟爱文，热心的钟爱
文拿着演出台本，帮他捋表演细节，自此
两个人结下了师徒缘分。

“别说我板脸，我那是紧张！”钟爱文
笑说，徒弟们上台可比自己上台紧张多
了。如今不管哪场比赛，只要徒弟和学
生去，她必定到场，她的徒弟团也因此被
戏称为“钟家军”。一旦演出开始，站在
后台的钟爱文两手就会不停冒汗，得揣

上好几张纸巾擦手。
在“钟家军”的小师妹冯超群眼中，

钟爱文始终是个温暖的存在。“不管表演
还是比赛，我发挥得好与不好，师傅从来
没说过一句重话。”33 岁的冯超群是嘉
善县实验幼儿园的一名幼儿教师，因为
工作的关系，她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参加
讲故事活动，曾一度想过放弃。

“是师傅一次次的鼓励，让我坚持了
下来。”有一年，冯超群被县里推荐去参
加省里的一场故事员选拔赛，可她却有
些踌躇。钟爱文得知后，几次与她谈心，
辅导她数次修改精炼故事。讲述时眼神
要发亮，得和观众进行眼神交流⋯⋯钟
爱文帮着冯超群一遍遍打磨，最终冯超
群不负众望，拿下了省里“十佳故事员”
的称号。

从辅导大人到辅导孩子，钟爱文可
以说是桃李满天下。2013年至今，她辅
导过的小故事员先后共有 500 多个。
2017 年，钟爱文因辅导成绩出色，获得
浙江省棒棒虎幼儿故事大赛评委组授予
的“浙江省故事奶奶”的称号。

受钟爱文故事团队的影响，如今，嘉
善全县9个镇（街道）在县文化局及文联
的指导帮助下，各自组建了故事乡镇小
分队，已有故事员近百名。一代又一代
故事人活跃在嘉善民间文艺的舞台上，
2015年，嘉善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故事委员会授予“中国新故事之乡”
称号。

如今，钟爱文在老家鑫锋村的文化
礼堂里开设了驻堂名师工作室，继续发
光发热。“我要把我对故事的热爱传递下
去。”钟爱文说。

获得年度大奖，嘉善“故事奶奶”钟爱文——

50年坚守，讲述人间美好故事
本报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李兆友 宋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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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锋村文化礼堂里定期开办故事讲堂，钟爱文为村里孩子讲故事。 拍友 许文慧 摄

“大家请看，这个矿坑，除了形状像爱
心，是不是还像英文字母‘V’，代表胜利。”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一手比着“耶”，一手
挎着公文包的“导游”，是安吉县梅溪镇红
庙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永甜。

红庙村与有安吉“北大荒”之称的天
子镇相邻。村里的“深蓝计划”咖啡馆在
不少社交平台上被网友评选为“长三角
出游首选地”。在沈永甜和创业团队的
努力下，这个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户
外咖啡馆，一年时间接待了超30万人次
游客，营收超1000万元。今年5月1日，
这个咖啡馆更是创造了单日单店咖啡出
杯量5120杯的纪录。

站在矿坑边望着咖啡馆，沈永甜的
眼神变得温柔，照例拍下一张黄昏美景
照，发了微信朋友圈。“我手机相册里，矿
坑的照片最多！”沈永甜笑得又憨又甜：

“任何事只要用心经营，一定能胜利，‘深
蓝计划’就是这样。”

把年轻人的心留下

记者来到咖啡馆时，正好遇到几位女
孩坐在窗户边摆造型，沈永甜偶尔上前指
点一二，告诉他们哪个角度最出片。

“厉害，没想到您这位大叔还懂拍摄
技巧呢！”一位漂亮的小姑娘调侃道。“很
多网红都来打过卡，我记着他们的拍摄角
度和姿势呢。”沈永甜甜甜一笑回应说。

看得出，沈永甜是懂年轻人的。虽
然穿衣打扮跟不上，但他的想法很时髦，
他想把年轻人的心留下，“深蓝计划”就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里曾是安吉第一水泥厂，面积近
300亩，矿坑挖到了108米深。后来关停，
积水形成的湖面有170亩。长时间废弃
的矿坑崖壁风化严重，部分坡面出现塌
方，于是村里弄了个铁丝网，把它围起来。

“站在高处俯瞰，蓝色的湖面像极了
一块镶嵌在大地上的心型蓝宝石。”沈永
甜回忆，3 年前，矿坑悄然在互联网上自
媒体平台走红，被称为安吉“小冰岛”，经
常有年轻人剪了铁丝网，爬进去拍照、垂
钓、潜水。说到这里，他翻出了手机里的
旧照片给记者看，当时因涌入的游客较
多，村道常被车流堵塞，影响了村民出
行，也破坏了村容村貌。沈永甜说，曾有
一段时间，村干部“不务正业”，专在矿坑
附近“抓游客”并劝退，但效果不好。“挡
不住年轻人想玩的心啊。”

那时，沈永甜心里也纳闷，一个废弃
矿坑有那么大吸引力吗？因为要常去劝
导游客，之后的数月里他慢慢找到了答
案。“由于矿物质所起的化合作用，这里
的水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沈永甜
的语调显得有些兴奋，“晴空万里时，湖
面碧波荡漾；蒙蒙细雨时，湖面清澈湛
蓝；大雨倾盆时，库水黑色深幽。四季更
迭，景观变化无穷啊！这是从废墟中长

出来既独特又美丽的风景。”
那段时间，来回走在矿坑的路上，沈

永甜想得最多的是“这样堵能堵到什么
时候？废弃矿坑永远都是安全隐患点。”

单纯“封杀”不如留住美景，有序引
导年轻人来打卡！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梅
溪镇人大的支持。在镇人大积极推动
下，安吉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明确废弃
矿坑安全监管综合整治的主体责任。
2021 年 11 月，安吉检察院在红庙村召
开公益诉讼结案听证会，并达成“不关矿
坑，加强安全管理，选择最佳观景角度进
行开放，打造成景点”的共识。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矿坑产权关系
复杂。要进行开发利用，多方主体利益
平衡成了难题。好在多方协调下，梅溪
镇下决心花 3000 多万元收回了所有矿
权，并将使用权、管理权交付红庙村村集
体和强村富民公司，同步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兴修充电桩停车场、潮汐公共厕
所、五彩共富路等，为实施“深蓝计划”提
供了条件。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记者问。“‘深
蓝’这两个字是我想出来的。”沈永甜拍
拍胸脯，有些自豪，“因坑深水蓝，所以叫

‘深蓝’。‘计划’两个字是创业团队想出
来的，希望早日把梦想变成现实。”

在农村卖咖啡

过去一年，沈永甜有 300 天都在咖
啡馆附近转悠：看看游客，当回解说，检
查安全，偶尔也会发呆和思考。他笑称
自己“时时放不下心”，是责任感在作祟，
害怕自己做的决定有偏差。

在开始选择开发运营团队时，走红

的安吉“小冰岛”早早就受到了资本的青
睐，其中不乏一些上市企业。但几圈接
触下来，沈永甜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
他选择了一个 90 后大学生创业团队。
这个团队既没有雄厚的资金，也没有足
够的经验。可他们的干劲感染了沈永
甜。这个大学生创业团队的成员每天都
蹲在矿坑里看变化想点子。昂扬的干
劲，拼搏的姿态，让一旁的沈永甜看到了
希望，更看到了责任感。他告诉记者：

“当时我想着村里刚换届上来的村委班
子不也是这么‘年轻’吗？只要大家敢想
肯干，有足够的责任感，肯定可以干出一
番事业。”

眼前的废弃矿坑垃圾堆积如山、杂
草丛生，能用来做什么？一开始，谁都没
有好主意。沈永甜给出了一个“死办
法”——硬聊。去年 4 月 9 日早上 9 时，
在安吉县城的一家茶馆，沈永甜同创业
团队负责人程铄钦等 4 人，开启了一场
长达13个小时的“头脑风暴”。

“买两辆登高车，用机械臂带游客去
打卡”“搞露营还是卖乡村咖啡”⋯⋯从
团队组建到组织结构，从业态发展到公
司名字，大伙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有新点
子冒出，又不断被否定。程铄钦说，那是
他印象中自己喝茶喝得最多的一次。最
终，红庙村决定联合大学生创业团队共
同成立“安吉深蓝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融合矿坑天然场景，开一家咖啡店。

“在农村卖咖啡”，这样的决定让村
民感到诧异，甚至有人觉得，书记为村民
考虑得少了，没有责任心。村民黄万珍
和不少村民一样，一开始持反对态度：

“我们村，大大小小 6 个废弃矿坑，这样
的村貌会有人来旅游，还买咖啡喝？”面

对大家的质疑，沈永甜用行动答疑。他
和团队考察了安吉全县20多个在营地、
景区、瀑布、山顶等开的咖啡馆，并用手
机拍下照片记录游客流量，回村后上门
给村民看，告诉大家：“咖啡肯定会卖出
去，老百姓也会增收。”

“深蓝计划”项目，村民和村集体以
资金、资源入股，占比 49%；公司占股
51%，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现在，黄万
珍成了“深蓝计划”的保洁员，在家门口
上班挣钱，她直呼没想到，“之前觉得书
记就是临时的想法，担心乱干，现在才发
现他是真的有眼光，能干。”

18天实现“脱胎换骨”

“深蓝计划”的推出，让沈永甜又惊
又喜。开业后短短10多天，红庙村客流
量就达到10万人次，咖啡馆日营业额均
在 5 万元以上。许多游客来打卡后，还
畅游了安吉。

谁曾想到，眼前风光秀美，设施齐全
的“深蓝计划”，仅仅用了18天就实现了

“脱胎换骨”。
为了赶在去年五一假期前营业，去

年4月12日，沈永甜带着村干部，和创业
团队一起，开始不分昼夜赶工期，有时甚
至干到凌晨4时。由于经常忙到深夜，他
们就在附近随便支起几顶帐篷就睡了。
砌围墙、搭平台、移树木、清垃圾⋯⋯18
天里，10 多个人硬是从一片废墟里抢出
一个“深蓝计划”。

“当时大家的衣服都没干过，晴天是
汗水，雨天是雨水。”90 后村委委员王永
曾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但看着50多
岁的村书记带头苦干，他也咬牙坚持了

下来。后来想想，这 18 天，弥足珍贵，
“书记经常对我说，只有真的想为村里做
事，就会有干劲。”

2022 年 4 月 30 日，“深蓝计划”如
期迎来了第一波客人，之后生意一直
很火爆。红庙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
2020 年前不到 30 万元，去年一下子达
到了 152 万元，今年更是有望达到 200
万元。“‘深蓝计划’的成功，打开了我
们的思路，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转换为具体的项目和行动。”
红庙村村干部一致认为，要想壮大村
集体经济，就要利用好“深蓝计划”的
流量溢出效应，整合现有资源，促进乡
村整体发展。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在红庙村的
党群服务中心接待大厅，沈永甜打开了
墙上的数字大屏，一张红庙村全域发展
规划图映入眼帘。“围绕矿坑发展休闲旅
游。沿着咖啡馆附近 2.3 公里区域，打
造休闲板块和产业板块，引进数字化羊
场，打造矿坑酒店，推出水下餐厅、住宿、
亲子游乐等业态。”

“从一个坑玩到另一个坑，等着资本
来画龙点睛。”畅谈起未来蓝图，沈永甜
提高了语调，看得出他信心十足。壮大
的红庙村还有更大的雄心。他们打算与
周边的荆湾、章湾等村串联抱团发展休
闲旅游业，通过“深蓝模式输出”，打造一
条精品观光带，真正做活梅溪镇全域旅
游，让流量变效益。

咖啡馆开业一周年时，沈永甜给“深
蓝计划”后面加了一个“X”。他说无论
是“深蓝计划”还是红庙村，未来发展还
有很多未知数，“干事要有激情，说干就
干，更要干实干好。”

把生态疤痕变成发展宝藏，安吉红庙村村书记沈永甜——

一杯咖啡激活一个废弃矿坑
本报记者 李世超 通讯员 王 依

沈永甜检查临崖安全设施。 本报记者 李世超 摄 形状似心形的矿坑航拍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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