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走出大山又重返大山

让有情怀的手工艺人来到这里，只需专心创作

——这是单钰芳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她创立“林栖

36院”的初衷。散布村落中的178座老房子，是三单

村“筑巢引凤”的基础，也是坚守初心与梦想的关键。

眼下，修复完成的部分老房已被打造成了蓝染、

蓝印花布、传统纺织、银器、酒等7个“非遗”手工作

坊、2个博物馆、1个展示馆以及40间主题民宿。

“我把基础设施搭建起来，再通过以服装品牌积

累的千万用户与‘36院’形成联结。”单钰芳说，只有

完善供应链，形成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的产业闭环，

乡村经营的可持续性才会凸显出来。

譬如，在最初建成的蓝染工坊里，游客可以亲身

体验采摘植物、提取色素、服饰染色等“非遗”手工技

艺，让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强烈共鸣。

再譬如，重点围绕可观赏、可体验、可分享、可

使用而建设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种植的蓝草可做

鲜叶染体验互动，可以做拍摄场景，蓝草成熟后提

取的蓝靛泥，可供染坊做染料；生产的有机稻谷、

豆子、油菜籽，可作工坊的原材料，也可供观赏、研

学。

随着传统手工及农耕文化研学基地、宋韵主题

拍摄基地、望远星空帐篷营地等配套子项目“拔地而

起”，进一步拓宽了三单村的造血“通道”。而这些项

目形成的360°沉浸式消费场景，也为三单村吸引

到了2万多人次的休闲观光客。

不仅如此，单钰芳还先后策划了大地艺术节、中

国诗人进乡村等活动，邀请艺术工作者分享自己在

三单获得的灵感，以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落地“36

院”，让城里人感受乡村的温度，关注高品质的乡村

度假生活方式。

2023 年，“林栖 36 院”营业收入 3120

万元，粉丝超千万，短视频传播量近

1亿人次。当地“非遗”产品还多

次走进中国国际时装周、巴黎

时装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去年，三单村还将乡

村共富示范带延伸至金

航、山背、搭勾、下西楼

等5个行政村，打造三十

六院五村联建共富项目。

“五村联建，既要差异

化，又得抱团发展。我们

会把更多部门的资源整合起

来，把更多闲置的土地、农房、

劳力等组织起来，加速‘两山’转

化和山区共富。”三单乡党委书记朱静

超表示。

有情怀，有思路，有产业，有链接。“林栖36院”

以“非遗”推动产业延伸、融合的乡建模式，未来可

期。

在三单村联合自然村蚊子坞，一座座古朴

的院落静立在群山之中，这些“修旧如旧”的老

屋，便是“林栖36院”的第一院——美学院。

“林栖 36 院”主理人单钰芳，是

一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如今

也是一名农创客。“你现在

看到的美学院所在位

置，就是我出生长大

的地方。”单钰芳说。

20 年前，单钰

芳考入服装设计学

院，从这里走了出

去。而后，在时装

圈打拼的她，虽获

得了许多成就，但

内心始终有一份抹

不去的乡愁。

“正是出于对故乡的

眷恋，2014 年我创立了品

牌‘生活在左’，所有衣服都用‘非

遗’技艺打造，通过不可复制的手工‘非

遗’，来还原生活的本质。”单钰芳说，2017年

她开启“寻迹之旅”，回到三单乡三单村采风，

看到一栋栋空置的旧屋和逐渐消逝的蓝印花

布传统工艺，心中五味杂陈，“这么美好的山

村和民间技艺正在消失，能否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变这一切”？

这个梦想在单钰芳心中腾然升起。2020

年，带着焕活山村的梦想与“林栖36院”的方

案设想，单钰芳回到三单，开启圆梦之旅。

“项目名字中的‘36’，其实意指集结36个

行业、建立 36 个匠人工坊以及建设 36 个院

落。”单钰芳说，旨在坚持“生态、手工、文化”

三大理念，依靠“产能恢复、场景呈现、平台销

售”的“非遗”活化生态圈，促进产业融合，最

终实现山区乡民物质和精神双富裕。

由于项目理念与乡里自然生态气质高度

契合，又与东阳市文旅产业发展思路高度契

合，单钰芳的方案设想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短短数月便正式实施。

“非遗”，与人、物、地息息相关。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非遗”元素无疑将激发

乡村发展更多潜力。

而“林栖36院”所集36行、36坊、36院，目的

正是重新唤醒沉睡于大山的蓝印花布“非遗”基

因。

“重新拾起蓝印花布等传统手工艺，带动村

民增加收入，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DNA。”单钰

芳表示，项目通过深挖三单村文化内涵，将蓝印

花布等“非遗”元素融入景区各场馆中，再现工

艺制作场景，营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我现在用蓝印花布做一些衍生品，也请当

地妇女一起来做，教她们一些制作蓝印花布的

技艺。”三单乡蓝染工坊负责人冯千里告诉记

者，如今在项目的带动与助推下，蓝印花布这

项“非遗”技艺已经成为不少村民改善

生活的手艺。

“外出打工，要租房子，花销

大，现在在老家做做手工就能

赚钱，生活更自在。”过去在

外面打工的三单村村民单

梅芳如是说。

像单梅芳一样，在家

门口就业的还有村民吕云

琴等。原本做食堂阿姨的

她，不仅通过蓝染工坊学会

了蓝印花布刻板和植物染

色，更是当起了游客体验染色

工艺的导师。

据统计，“林栖36院”目前已集

聚山区老手工艺人、留守人员 500

多人，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个，累计

开展技能培训2500多人次，基本

恢复“非遗”产品基础产能，为

活化蓝印花布等技艺夯实

了基础。

除 了 复 苏 发 展“ 非

遗”文化，“36 院项目”还

开垦抛荒的土地，请当

地农户耕作，产出的农

产品全部回收。“今年春

节期间，我们尝试打造了

‘五谷丰登’助农礼包，向

村民收购了 6000 多公斤大

豆和大米、600公斤香榧以及腊

肉、农家酒等特色农产品，利用线

上渠道销售，半个月就售出1万多份。”

单钰芳说。

目前，三单村依托“林栖36院”项目，已累计

流转山林600多亩、田地800多亩，带动村集体

年均增收90余万元。

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延伸产业链激发乡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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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十六行 守乡间烟火
——东阳市三单村以“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杨怡

三单村，位于东阳市东部的一处隐世秘境。这里大山绵延，梯田层层，有着

上百间闲置的老旧农房以及几百年历史的蓝印花布文化。

这些曾逐渐被忘却的“遗珠”，如今正蜕变成一颗颗耀眼的新星。在这里，

游客可以戴着手艺人做的镂空灯笼耳环，站在随风飘扬的蓝印花布前，拍一张

美美的照片；可以自己动手捆扎、系绳、染色，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蓝染布娃娃；可

以入住月白、天青、少年、远空等拥有别致名字的民宿房间，去发现惊喜……

这番蜕变缘自一个人，一个项目，一项“非遗”。

日前，记者来到东阳市三单乡三单村，探寻这个小山村是如何让“非遗”与

乡村振兴产生独特“化学反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