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3月8日 星期六 7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人 物

近段时间，永嘉县岩坦镇源头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小静正忙着筹备村里的

咖啡基地，抢抓新风口，希望为源头村开辟发

展新路径。

这些年，陈小静的身份不断转变——回

村创业者、乡村带头人、全国人大代表……但

始终不变的，是她一心为民的履职理念、是点

燃乡村共富火把的初心与担当。

回村创业成为乡村带头人

陈小静早年离开源头村，远赴广州、上海

等地做服装辅料生意，事业发展得不错。

2017年，她回到源头村，想把家里的一套老房

子改造成民宿，既能自住、养老，也可以接待

游客，带动村庄发展旅游经济。

当时，正赶上换届选举，阅历丰富、能力

突出的陈小静当选村委会主任。

彼时的源头村还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

刚刚完成改造的精品民宿和村庄环境显得格

格不入。在换届后的村“两委”会议上，在陈

小静建议下，大家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想发

展，先治环境！

然而，乡村环境问题积弊已久，陈旧观念

根深蒂固——整治，谈何容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学习先进经

验，陈小静带着村干部、党员和妇女代表外出

取经，再结合本村实际，制订了整治方案。

2018 年 6 月 28 日，源头村的环境治理工

作正式启动，5天时间拆除牛栏、猪圈、小屋、

露天坑 319 间，总面积超过 7000 平方米。一

开始，村民还有些不理解，但看着陈小静等村

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大家逐渐没了怨

言。

在政策扶持和村民的支持下，陈小静带

领村民整治环境，村庄实现了从“脏乱差”到

“洁净美”的华丽蜕变，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千

年舴艋舟在源头村重焕生机……源头村一跃

成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至沓来。

陈小静以敢想敢干、不断创新的工作思

路，带着源头村走出了发展困境。

高擎火把点燃共富梦

2020年，陈小静当选源头村党总支书记，

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村民“向前冲”的

劲头也丝毫不减。

随着环境美化提升，客流量稳步增长，

陈小静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办民宿，有手艺

的村民开店卖小吃，种地村民卖农产品。不

想自营的，就在家里做素面、笋干、地瓜干等

农副产品，由陈小静带着直播团队在线上推

广。

现在，村里已经开出了10家风格各异的

民宿，还打造了素面、馄饨等网红小吃店、咖

啡馆。为避免出现争抢客源的情况，陈小静

时常跟村民讲：“家和万事兴，村和更是万事

兴。大家要互相帮助，抱团赚钱。”

如今，在源头村你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住在民宿，吃在农家乐，凭早餐券去小吃店里

吃早餐；谁家种了当季的新鲜蔬菜，就由民宿

老板帮着推销；碰上满房了，还会引荐客人去

隔壁民宿。

2023 年，陈小静当选全国第十四届人大

代表，带着基层的声音与群众的期盼，步入全

国两会的会场。2024年，第二次参加全国两

会的陈小静，带去了关于永嘉非遗文化“永

昆”保护与传承的建议，也让永嘉元素频频

亮相于全国各大媒体。一回到家乡，陈小静

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第一时间向村民宣讲

两会精神，并就后续的发展规划征求村民意

见。

如何吸引客流量，让“网红村”成为“长红

村”？这是陈小静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问

题。在她看来，村庄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必

须持续创新，才能稳步发展。

在经过新一轮的调研后，她看到了乡村

咖啡基地的发展潜力。为此，她积极对接永

嘉咖啡业态的从业者，最近几天，源头村的咖

啡基地项目已经进入方案商讨阶段，即将签

订合同。陈小静希望通过露营基地和咖啡基

地的落地，为源头村带来新客流。

近些年，陈小静带着源头村经历了一场

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共同富裕的征途上，她

步履不停、殚精竭虑。如今，发展火炬已传递

到每一位村民手中，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胡安育 王凡左为陈小静左为陈小静。。

陈小静：点燃乡村共富火把

在广袤乡村绽放“她力量”
新时代的女性，正以多元的角色、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成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的梦想与追求，如同一座座明亮的灯塔，激励着更多人

勇敢前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本报刊发我省“三农”领域刚刚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两位巾帼英雄先进事迹，感受她们的精神力量，在

广阔天地中绽放芳华！

□本报记者 张雅萌

从民宿主理人到女红手艺传承者，再到

共富工坊带头人，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指

南村的罗云妍以庭院为画布、针线为笔墨，用

7年时间解锁“三重身份”，让千年古村指南村

焕发新生。

民宿主理人：
唤醒山村的“美学革命”

清晨的天目山脚下，薄雾还未散去，在指

南村的“芸栖枫崊”庭院里，民宿主理人罗云

妍已拎着竹篮在修剪花枝。不远处的木桌

上，几只布艺兔子随风轻晃，墙角的老陶罐缠

着麻绳，插满野花——这些看似随意的装点，

实则是她精心设计的“乡村美学实验场”。

2017 年，罗云妍回乡创业。彼时的指南

村已被列入浙江省首批特色小镇，政府大力

推进各种基础设施的改造，村庄整体面貌焕

然一新。“我们村已有上千年历史，素有‘华

东最美古村落’‘杭州赏秋第一村’等美誉，

这些丰富的资源坚定了我返乡大干一番的

决心。”罗云妍告诉记者，她将母亲经营多年

的农家乐与自家老宅改造升级为民宿，为尽

可能保留老宅原生态的风貌，她甚至学会木

工和油漆手艺，亲手将废弃农具改造成景观

雕塑。

这场“美学革命”很快显现成效。游客循

着朋友圈的“红叶秘境”照片而来，在庭院流

连忘返。“以前客人住一晚就走，现在常有人

为拍院子专程来喝下午茶。”随着“芸栖枫崊”

民宿声名远扬，罗云妍也将经验推广至周边

村落，在她的指导带动下，当地的美丽庭院越

来越多，农家乐展现出全新面貌。

工匠传承者：
让传统女红“破茧成蝶”

民宿柜台上，一只只手工制作的布艺兔

子仿佛在诉说着罗云妍“被迫营业”的故事

——最初，民宿客人执意要买她缝制的布艺

摆件，她无奈笑道：“当时觉得手工费时，卖出

去亏本。”但一位游客的话点醒了她：“这些手

艺能养活人，更能传承文化。”这个想法令她

“豁然开朗”，她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如何

借女红手艺盘活农村空余劳动力。

说干就干，罗云妍带着绣娘们向老手艺

人学习濒临失传的针法，又将传统纹样与现

代设计结合，让古老的手艺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很快，临安各镇街向她抛来橄榄枝，邀请

她教授女红技艺、组建绣娘队伍，一来一往，

“女红队伍”逐渐壮大。

2022年下半年，杭州市妇联开展“妈妈的

手作”温暖亚运村行动，发动全市巧手女性制

作手工艺品。“想到自己的作品能赠送给亚运

贵宾，我感到无比荣幸。”罗云妍表示，在接到

任务后，她带领绣娘团队全力以赴，经过几个

月的精心制作，500份精致的作品如期送抵亚

运村。同时，罗云妍还受邀进驻杭州亚运村，

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村民”们带去非遗沉浸式

体验和互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魅

力的同时，也传递了杭州女性参与亚运、助力

亚运的热情。

共富领路人：
从“输血”到“造血”的乡村实践

“这个创业项目很特殊，不是我一个人的

行动，而是参与者的共创。”看到越来越多的

女性加入“女红队伍”，如何把传统的手工活

计做成潮流，并赋予这些作品更多的经济价

值，是罗云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作为临安区源头绣娘共富工坊的创始

人，罗云妍多次走进校园、社区和文化礼堂，

开设各类公益传统手工技艺实践课堂，成立

临安民宿手工技艺小集群，举办民宿经营、女

红技能等相关培训，传承和传播女红技艺文

化。目前，该共富工坊从业人员40余人，带动

人均年增收1.8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

收5万元。

“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我希望以女性的

视角、女性的力量为乡村振兴助力。”罗云妍

表示，“未来，我将继续以民宿为砚、以针线

为笔，与更多姐妹共同书写乡村振兴的‘她

篇章’——让古老村落既有诗意的栖居，更有

活力的生长，让乡村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绣出

属于自己的锦绣人生。”

左为罗云妍左为罗云妍。。

罗云妍：借庭院生金 以针线织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