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彬彬，湖州市水漾窑里

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窑

里村乡村 CEO，1996 年出

生。2023年5月，她带着青

年乡创团队，来到湖州市南浔

区善琏镇窑里村，创新探索的

乡村运营模式成为全省乡村

运营的典型案例。

人物名片

在窑里村，青年艺术家安妮的油画工作室广受好

评，她的油画还被带去参展今年日本世博会。

安妮是江西上饶人，擅长小油画创作。去年，她在

杭州一次文创展上认识了黄彬彬，随后来到窑里村，一

来就喜欢上这个恬静的村庄。“喜欢这个村，也喜欢这

群青年人。”安妮说，她决定把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安在

窑里。

“像这样已落户和即将落户的创业者，已经有21位

了。”黄彬彬细数着，还有本村青年邱伟原先在外地创

业，去年看到村庄的变化后，改造了老屋，开起了奶茶

店，如今生意很好。

让黄彬彬感动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青年

接力驻村调研、创作，为村庄发展献策献力，600多名艺

术院校教授专家、高校学生、文艺从业者等申请成为

“云村民”“新村民”。

“我们允许青年以多种形式进村，比如短期驻留、

志愿实习或带项目创业，鼓励青年探索适合自己的创

业之路，避免仅凭情怀行事。”黄彬彬说。去年，在窑

里村举行的第六届乡村艺穗节上，黄彬彬发布了“乡

村青在计划”，为驻村的创业者提供一系列服务，助力

有想法的青年入乡发展，实现自己的梦想。

离窑文化馆百米不到，是窑里村国际青年艺创中

心，主体建设已接近尾声，建成后可容纳100名青年创

业生活。作为湖州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彬彬说：“我们希望在窑里村，不仅能让人看见文

化、看见乡愁，还能放得下属于青年的理想。”

而对未来，黄彬彬也有着更大的追求，她希望以窑

里为起点，总结一套乡村运营行之有效的“秘籍”，从而

推广到更多的村庄建设中。“窑里发展的堵点和难点，

也是许多村庄的共性问题。我们希望在乡村这片广阔

天地上，既要让年轻人找到‘诗和远方’，也要让村民共

享发展红利。” 陆晓芬

“青在计划”助力农创

前不久，黄彬彬又被刷屏

了：第十三届“浙江青年五四

奖章”、湖州2025年一季度

“奋斗者”、全省唯一获得“全

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

持项目”的资助人员。

早上赶到镇上参加青年

座谈会；中午在邱奶奶面馆吃

顿午饭的工夫，就接了两通电

话远程沟通工作；下午在窑文

化馆和团队开会，讨论修改策

划方案，马不停蹄地实地查看

“马蒂斯厨房”项目进度后，又

接待了两个到村里来的考察

团……这是采访当天黄彬彬

的行程。看似松弛的“进村上

班”，忙碌却成为常态。

这名北京大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的“90 后”姑娘，自

2023年5月来到窑里村，村

里的变化显而易见：村口的窑

文化馆成为陶艺制作体验“课

堂”，闲置的农房变身雕塑馆

和艺术空间，村民的日常成了

诗画展上的“主角”……

曾经的养猪村、空心村，

今朝的艺术村、儿童村，窑里

村不一样了。在这场双向奔

赴中，青年和乡村都闪闪发

光。

今年“五一”假期，窑里村很闹猛，有杭州赶来摘桑

葚的，有上海过来看风景的，也有苏州过来拍照的。

黄彬彬研究了客源，基本是长三角地区的亲子家

庭，“这条路，我们是选对的。”

自黄彬彬带团队进村后，就结合村庄实际和市场

研究，和村干部、村民代表几经讨论，最终把村庄定位

为“儿童友好艺术村”。“乡村CEO不是说一上来就要

做多大的事儿，而是真正从可持续发展上润物细无声

地‘滴灌’。”黄彬彬坦率地说，他们没有大刀阔斧建设

和招商，而是回归村庄本身，通过空间艺术改造、轻量

化的活动等，一步步活化窑里村。

一面破旧斑驳的老墙，团队用蓝色墨水创作了一

幅墙面书法，讲述了屋主人的童年和生活；团队专门为

窑里村创作的村歌《水漾窑里》，曲词清新自然；团队带

着30多名未写作过的大小村民“拼”出的诗集……润物

无声中，窑里村在悄然变化。

“我们把这些变化记录在各种社交平台，让更多人

看见、关注窑里村。”黄彬彬说，艺术家石洪岭在村里落

了脚，开了家雕塑艺术馆，去年“儿童友好乐高®主题

创意空间”、麦琪萝丝乡村亲子俱乐部等头部儿童品牌

同时入驻窑里村。

窑里村“被看见”后，来学习考察的团队多了，何明

发很开心，整村运营实施两年多来，吸引游客 20 万人

次，乡村旅游经营收入达280万元，助力村级集体经济

增收53万元，参与运营的村民平均年增收在2万元左

右。“在彬彬团队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做好坚实后盾，目

前共有146间闲置房屋流转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

整村运营公司。”他信心满怀地说。

这场“联姻”，黄彬彬对何明发和村“两委”班子很

是感激。她说，有次村里摆百桌宴：村里迎来南浔镇海

中学的千人研学团，团队做策划、接待，村委负责桌椅、

餐食等后勤工作。“这种大型活动需要调动在地资源，

甚至需要跳出村子调度资源。”她说，村委会的全力支

持是他们团队顺利运营的最强保障。

用创意“点亮”村庄

她用艺术在乡村书写“青春答卷”

把乡村作为展厅

窑里村是湖州市南浔区最南端的一个小村庄，临

水而居，干净、秀气，有浓郁江南村韵，但整体发展不出

挑。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坦言，前期投

入大成本整治改善村庄环境，村“两委”班子正苦恼如

何把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

窑里村和黄彬彬可谓“一见钟情”。

2022年，黄彬彬研究生毕业。立志扎根乡村的她

一路寻觅，考察了四川、江西、浙江等地50多个村子。

“一进来就感觉这个村很漂亮，小桥流水人家。”黄彬彬

回忆说，这个传统乡村让她倍感亲切，想到了自己的家

乡——福建漳州。

“当年3月，我们和何书记见面，4月就签了合同，5

月团队就进村了。”黄彬彬说，双方的契合度很高。

何明发说，村里选择乡村运营团队，如同择偶，一

定要“三观”一致、共同成长，这样才能把“共同的家”经

营好。于是，双方在合作上做了创新，突破依赖村集体

或者属地政府支付运营经费的传统路径，探索“村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制”运营合作模式。“乡创团队和村集体

共同成立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我们持

股49%，村集体持股51%。”黄彬彬解释，乡创团队不局

限于完成既定指标、做好“面子工程”，而是共享利益、

共同发展、做好“里子”。

团队运营总监郑秀峰说，做整村经营项目，在别人

住了一辈子的村里“干事情”，不能关起门来只忙自己

的。为此，他们改造了一处老宅，设计成青年旅社，团

队成员干脆直接住在了村里。

邻里往来之间，外乡人变成了“新村民”。

“囡囡啊，饭吃了没？”

“彬彬啊，这两天来的人多，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

从村头走到村尾，一路熟稔的招呼，黄彬彬甜笑着

回应着村民，“谢谢外婆”“谢谢阿伯”。

黄彬彬说，她的很多同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做自己

的艺术事业，她现在和同学常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

在村子里做策展。”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展厅，把角角落

落美好的事物都发掘出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乡村，黄

彬彬觉得特别有意思。

改造的马蒂斯厨房改造的马蒂斯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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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窑里体验陶艺孩子们在窑里体验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