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3编辑：高晓晓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0 E-mail:61030306@qq.com

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蹲 点 深 一 度

德清仙潭村：
借绿生“金” 智“汇”兴村

春节期间，邀请村里80岁以上老人看戏剧、

吃汤圆、领红包……仙潭村的传统活动“百寿

宴”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村子富了，不能落下

一个人。”谈及组织活动的初心，沈蒋荣感慨道，

要让村里的留守老人也能感受到村子的变化。

如今，活动从最初的20多家民宿参与，到现在有

100多家民宿业主、返乡青年自掏腰包赞助，“百

寿宴”已经成为该村的品牌活动之一。

眼下，在仙潭村，闹元宵、旗袍秀、幸福村

晚、青年音乐季……层出不穷的文化活动，大大

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村党总支还发动

村民组建了舞龙队、舞狮队、锣鼓队、篮球队、

广场舞队等10支兴趣队；组织志愿者定期为老

人、残疾人等上门理发、清洁、体检，为儿童举

办兴趣班，进一步推动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漫步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大大小小的停

车点，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串起了一道美丽的

“乡村风景线”。走进村中央银杏广场边的甲野

书房·文杏里，书卷盈香、咖啡馥郁。在这里，除

了看书、观展、手工、参会，还吸引了不少编剧、

艺术家入驻，创作出电视剧《问天》、动画片《奇

妙环游记》等一批优秀剧本。

“书屋虽处于村中，但其酝酿设计却源自德

清县‘大仙潭’总体规划。”沈蒋荣介绍，民宿产

业兴起后，仙潭村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发展，而

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区域。2022年，县文

旅集团看中仙潭村创业创新、南路村野奢度假、

四合村户外体育的特征，以“村集体出资源、国

企出资金”方式，构建“一村一品”差异化格局，

联合三村共同组建了莫干山仙之潭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村公司”），形成优势互补、

携手共赢的生动局面。

在强村公司的推动下，一系列农旅项目如

甲野书房·文杏里、仙潭美术馆、莫干山大白熊

国际营地等相继落地，未来农场、农场餐厅等正

在筹划，在“住得好”的基础上再聚焦“玩得

好”。目前，“大仙潭”区域已发展成为集休闲度

假、文化创意、户外运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

的地，成立两年来，南路村、四合村的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分别增加10万元和83万元，三村共

发展民宿260家。

“建设‘大仙潭’是推动乡村业态多元、持续

繁荣的关键。”沈蒋荣表示，从本村抱团到“国

企+3 村”合作，仙潭村正加速融入区域共富大

局，开启发展新篇章。

共富“引擎”绘就发展蓝图

驱车驶入仙潭村，目之所及翠竹环绕，山溪潺

潺，古朴村落依山傍水，尽显自然幽静之美。然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却是一个环境杂乱、交

通不便、产业单一的落后村。

“曾经的仙潭村以毛竹粗加工、牲畜养殖等传统

产业为主。”见到仙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沈

蒋荣时，他正在村史馆中为甘肃考察团讲解该村发

展史。沈蒋荣回忆，当时村里青年纷纷外出打工，仙

潭村逐渐成为“空心村”。

“千万工程”实施后，仙潭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

手，开展厕所、污水、垃圾“三大革命”，关停生猪养

殖，专项整治村内笋厂、竹拉丝企业，一系列措施还

原了村子的“绿水青山”。随着第一批民宿

投资者的进入，拥有临近上海、杭州等城

市区位优势的仙潭村，正式踏上了民宿

产业的发展之路。

“2013 年，我还在县城经营餐

厅，接到不少外地投资者的电话，

想以 20 年 70 万元的价格一次

性付清租金，租下我的老宅。”

沈蒋荣告诉记者，凭借多年

从商经验，他嗅到了商机

——相较于外来投资者需

要承担租赁和改造费用，本

地人不仅免租金，还能避免使

用期限的限制，大大降低经营成

本。于是，沈蒋荣返乡亲自设计改

造老宅，区别于早期农家乐，他以

“精品民宿”的定位配套了泳池、温泉、

酒吧等设施，民宿一经推出便“一房难

求”。“日均营业额超 1.5 万元。”沈蒋荣回

忆说，随后越来越多的业主加入民宿行业中。

在沈蒋荣看来，仙潭村的民宿经济经历了从萌

芽到爆发再到提质控量的过程。通过成立民宿协

会、制定行业标准、开展技能培训等措施，仙潭村的

民宿产业逐渐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差异化。截至目

前，全村已有民宿166家。2023年，全村乡村旅游总

产值9000多万元，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游玩碧坞龙潭、品尝农家小吃、介绍展馆

展览……“在视频号、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我

以导游的身份带着大家游玩仙潭村。”今年以

来，面对市场波动，沈蒋荣又玩起了“新花

样”——借助互联网平台，定期发布短视频，

向更多网友推介本村的山水景观、风土人情，

以“流量”换“留量”。

仙潭村的活力离不开新兴业态的强力驱

动，更离不开人才的回归与汇聚。沈蒋荣的

经历不仅带动了民宿产业的兴起，更激发了

年轻人返乡创业的热情。

“2019年的时候，看到村子的巨大变化，

我决定放弃一直在外从事

的外贸行业，回乡赶一波

‘潮流’。”芷水·莫干山

温泉民宿负责人徐朗

跃告诉记者，“通过

不同主题房型的

设 定 ，提 供 温

泉等设施，我

们 把 更 多

年 轻 化 、

个 性 化 的

想法融入民

宿设计中去，

用不同类型的服

务吸引不同的消费

群体。”

“在仙潭，有很多

种‘可能’正在实现。”“95

后”的北野咖啡馆主理人

沈晓通表示，大学毕业后，他在当地政府的指

导和家人的帮助下，于2022年初，租用了家门

口废弃许久的厂房，开始经营咖啡馆，在当年

“五一”期间就人气“爆棚”，成为莫干山有名

的“网红打卡点”之一。如今，他和妻子再次

利用天幕、篝火、烧烤等元素“引流”，在店外

的树林搭建了“萤火虫营地”，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

同样是“村咖”，仙潭美术馆一楼的野有

咖咖啡馆主理人小赵则有自己的想法，“美术

馆展览为前来度假休闲的游客提供了不同的

娱乐方式，来到馆里看看展览、吹吹山风，有

不一样的感受。”

“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实现乡村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村里在2018年便创立大学生返乡

创业协会，从项目设计到落地，为创业者提供

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市场信息等全方位的服

务和支持。”德清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村子还与高职院校等建立合作关系，定期

邀请专家学者来村授课，同时鼓励村民参加

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和技能培训，提升自身素

质和技能水平。

眼下，大大小小的数十家餐厅、农场、咖

啡馆、奶茶店相继开办，“百花”齐放。“仙潭

村发展的重点，已从物的建设为主、迈向人

的集聚，实现产业引人、环境聚人、服务留

人。”沈蒋荣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经有超

过100名青年来到这里，在乡村的“舞台”上书

写青春。

人才“磁吸”智变乡村新貌民宿“薪火”燃旺乡村经济

□本报记者 张雅萌

仙潭村，位于德清县莫干山北麓，村庄被群山环抱，是典型的山区村。

近年来，仙潭村依托独特生态资源，发展全域旅游，民宿、文创、农业等多产业融合，形成集群效应，实现了“人流”带“客流”、人力变财力、“民

宿村”到“共富村”的华丽蝶变。2023年，仙潭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513万元，村民收入近6万元，直接经济收益超9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