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明月村乡村振兴实践：从贫困村到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 陈雪波 党鹏 成都报道

“我很想把明月村的故事写出

来，那是个乌托邦一样的世界。”

2023年12月17日，宁远在上海市图

书馆的一场作家分享会上讲起了成

都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除了作家，

宁远还有一个身份，她也是明月村

的“新村民”。

明月村是成都市浦江县的一个

小村庄，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

困村，到201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也

只有1.3万元，但如今本村村民人均

年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明月村依

靠一座明月窑开启了陶艺村发展

之路。但现在村里已经不止有明

月窑，水立方总设计师、国家工美

行业艺术大师、作家、手工艺大师，

一群身怀绝技的新村民也聚集在

这里，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息弥漫整

个村庄。

明月村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是 什 么 吸 引 了 新 村 民 们 的 到

来？这里的经验，对其他村庄是

否有可借鉴之处？现在明月村

又 面 临 哪 些 新 的 挑 战 ？ 近 日 ，

《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明

月村。

2024.1.15

中国经营报CHINABUSINESSJOURNAL

主编/童海华 编辑/卢志坤 美编/刘洋 校对/陈丽 luzhikun@cbnet.com.cn B9
B9~B13

区域·地产 WWW.CB.COM.CN

摄影展、艺术沙龙、创意市集、

烘焙体验、诗歌音乐会……这些看

起来很文艺、“小资”的事情，却出现

在了一个西南地区的小山村里。明

月村的新故事，要从一座清代古窑

说起。

明月窑系明月村张碗厂遗址，

泥砖砌体结构，是川西地区保留完

好的阶梯式龙窑遗存。2012年，旅

游策划人、陶艺人李敏考察过明月

窑后，为明月窑策划了国际陶艺文

化村的发展思路。2014 年 6 月,以

明月窑为核心的“明月国际陶艺村

项目”正式启动。

在明月窑以及土地政策、产

业发展政策的吸引下，明月村引

来了一批文化艺术名人在此落

脚。水立方总设计师赵晓钧、国

家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李清、作家

宁远、四川省农村手工艺大师廖天

浪……他们在村里建起了精品民

宿、艺术餐厅、咖啡馆、柴窑工坊，

还带了很多朋友来这里体验乡村

生活。现在，村里还有草木染体

验、图书馆、研学馆、陶艺工坊，已

经成为很多城里的文艺青年理想

中的模样。

明月村在2015年3月成立了成

都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定位

于不与民争利，引导明月村本地村

民参与项目，规范发展，同时服务新

老村民及游客。起初，村民看不到

产业前景不敢开店，合作社就出资

带头做烘焙体验、陶艺体验、自行车

租赁类的产业尝试。

明月村发展起了乡村旅游，

本村村民也可以不用再去外地打

工。唐宁从 10 岁起跟随爷爷、奶

奶在明月村长大，去成都市完成

学业后，就留在市里的一家外企

工厂工作，后来曾在成都创业卖电

脑。2016年前后，唐宁每次回家都

能看到村里有新的变化，多了崭新

的绿道，村里还建起了很多艺术馆

一样的漂亮房子，来了一群有想法

的外地人定居，“总之和过去很不

一样了。”

看到村里的这些变化，唐宁在

2017年果断回村工作。如今，他在

游客中心负责农产品开发、销售

工作。像他这样从外面回到村里

的本地人不在少数。“就是因为新

村民来了这里，我才会回来。”唐

宁坦言。

明月村如何能吸引来如此多

的新村民？除了有志青年对传统

乡村的情怀之外，明月村旅游合

作社职业经理人双丽还总结了 4

点关键原因：新村民们买来的国有

建设用地地价便宜，相比于城市里

几百万元一亩的土地，村里只需要

四十多万元一亩；政府投入并建设

好了村里的基础设施，道路、污水

管网、公共卫生间、小公园等都已

经非常完善；新村民租赁院子同样

可以获得补贴，租赁院子用作经营

后投入超过 50 万元的，政府最高

可以补贴 30 万元；政策具有延续

性和稳定性，镇政府每年至少来明

月村开两次碰头会了解发展问题，

每一届政府都非常支持明月村的

建设。

在明月村的总规划师施国平看

来，任何成功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

精神，简单的复制没有意义。他表

示，明月村能取得现在的成果，关键

在于其背后的“路径”。明月村有很

多创新机制，比如把新老村民结合

起来做社区营造。新村民进入乡

村，背后既有土地机制，也有政策扶

持机制。

近几年明月村不仅出现了新业

态，这些变化对传统种植户的帮助

也很明显。以雷竹笋为例，原来村

民的雷竹笋销售都依赖外面来的

采购商，但采购商有可能会串通起

来压低收购价，比如市场价是 2

元/斤，他们一起把价格压到 1.5

元/斤，就会使得农户利益受损。

村里发展旅游以后，游客能够买走

大部分笋子，而且是以价格更高的

零售价买走的。而村里的餐厅接

待游客的时候，常常把雷竹笋作为

一个地方特色菜，很受游客喜欢。

此外，现在周边也兴起了电商，同

样能吸纳不少雷竹笋的产量。农

户的获得感不断增加，幸福感自然

也就提高了。

从陶艺村到文艺村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2月29日暂停营业。”记者探访樱

园民宿的时候，大门紧闭，记者通

过歇业通知上的电话联系到了民

宿的管理人员。

和其他新村民一起，作家熊

英在明月村创办了樱园。樱园有

6套民宿房间，另外还有会议室、

茶室。受益于熊英作家、诗人的

身份，这里常常迎来文化艺术界

人士参加沙龙。樱园别具一格的

树木风格也培养了一批喜欢草木

的粉丝，他们在春秋两季会来此

住宿观赏。

提起歇业的原因，这位管理

人员介绍，每年冬天进入淡季，樱

园的客人都会减少，但运营成本

比较高，樱园只能通过歇业的方

式来降低经营成本，只会偶尔接

待少量的熟客在里面居住。

其实，樱园的困境不止出现

在冬天，除了小长假等旅游高峰

外，樱园仅有的 6 套民宿都很难

住满，经营也就很容易陷入困

境。樱园也有“副业”——做果

酒、腊肉、香肠。熊英用传统工艺

制作的美食，让很多客人都十分

喜欢。不过，受制于食品生产许可

证和经营许可证的要求，樱园的食

品生产只能找代工，十分受限。

樱园面对的问题，也是来到明

月村的很多新村民遇到的问题。

从北京归来的创业青年双丽同样

是“新村民”之一，她在明月村租赁

村民宅基地建设了一家别致的民

宿“云章乡居”，院子里有一棵高大

的香樟树。云章乡居也常常会面

临客源不足的问题，平常只有两个

人在打理民宿。双丽笑称，如果以

后没有客人来住，就把这里当作自

己和朋友们养老的地方。

远家、樱园、云章乡居算得上

是明月村的佼佼者，但依然会面

临客流量不足的问题，不得已借

助其他领域的收入来补充。他们

遇到的问题也可以代表明月村当

下的挑战：乡村情怀如何转化成

持续性、实打实的盈利？资源分

散的传统乡村，在发展新产业的

过程中，又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才

和资金汇聚于此？

新村民们已经开始了一些新

的尝试。王健庭、刘崇霄、王恩伟

三人在明月村共同创办了“明

庭”。明庭既可以承接中小学生

团队做研学，也是他们自己的设

计工作室，还是乡村植物生态试

验场。明庭的大厅里摆放着一些

研学团做出来的作品，也有三人

的设计作品展示。

但明庭没有住宿条件，那么

多小朋友住在哪里？刘崇霄指指

旁边的民宿“晓得”：“研学在我们

这里，住宿、吃饭就在旁边的民

宿，我们已经合作得很默契了。”

在明月村，像这样的合作不

在少数。比如樱园做会议接待同

样会面临很多人的吃饭问题，樱

园就与旁边的民宿合作，将餐饮

环节放在“邻居家”。

新村民们的合作解决了一些

客源问题，但很明显，这些合作还

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明月村的

品牌合作需要更多的形式和更深

的链接，来盘活明月村已经有的

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双丽

介绍，明月村正在筹划成立一个

发展联合体，将明月村的不同品

牌联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但还

是需要政府来牵头。

据了解，此事已有初步进展，

明月村已经成立了明月村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其中村集体、合

作社股份占比51%，新村民、老村

民的股份占比49%。

通过这样的形式，以后再举

办活动的时候，当地就能以一个

公司的形式来做，其他品牌相

应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这

样合作的效率也会更高。而类

似樱园遇到的食品加工许可证

的问题，当地将来也可能会合资

成立食品加工厂，来生产明月村

的传统手工食品。此外，明月村

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宣传推广

团队，这也是他们接下来考虑的

重点。

2015年11月，明月新村正式

开村。2023 年 11 月，存续了 8 年

的明月窑旧展厅拆除，成都城投

进驻，开始了国企背景公司的新

尝试。王健庭注册了一个微信公

众号“明庭”，自发地记录起了明

月村的“村史”。在 2023 年 11 月

27日的推文中，王健庭讲到：“明

月村进入了第二个8年。”

下一个八年在何方？

在2023年11月27日的推文中，王健庭讲到：“明月村进入了第二个8年。”

本报记者 党鹏 陈雪波 成都报道

“ 你 看 我 们 的 凳 子 ，是 用 烂

树根锯的；你看我们的桌子、门

板，是用废旧的高低床改造的；

茶水台底下储物的空间都是废

弃的电冰箱、消毒柜……”成都

浦江县铁牛村的麦昆塔城乡文

化研究院研究员甘梅（化名）指着

院子里、办公室里的家具，向《中

国经营报》记者一一介绍它们的

出处。

在麦昆塔研究院看来，他们

搭建的实际上是一间可持续生活

实验室，从日常生活延伸到当地

农业、旅游、文化等产业发展的可

持续性。从 2017 年开始，创始人

施国平团队在这里扎根建设新型

乡村以来，如今城、镇、村的形态已

经在铁牛村交融呈现，施国平认

为：“这里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最

好的一块试验场。”

铁牛村不大，属成都 1 小时

经济圈内，因村内西汉冶铁遗址

残留铁渣形似铁牛而得名，全村

幅员面积 9.59 平方公里，辖 12 个

村民小组，共 1073 户 3634 人，铁

牛村里有“三宝”——柑橘、鱼塘、

猕猴桃，这也是村民主要的经济

作物。

铁牛村党委书记徐帮淼说，预

计2023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10万

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

万元以上。对于每一个村民而言，

这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收获感和

幸福感，这也是一场可持续发展的

实验成果，更是乡村振兴的铁牛村

答案。

“阿柑青年”们的铁牛村故事
2017年，施国平举家“落户”到

铁牛村之后，一场可持续性的乡村

实验便在这个小村庄拉开了帷幕。

“先是村里给了我们几间房

做宿舍，后来村子合并之后，老的

村委会办公室和日照中心办公室

就腾了出来，改造成我们现在的

麦昆塔研究院和社区融合中心。”

甘梅带着我们参观办公区，讲述

他们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甘梅是安徽人，以前在上海

工作，如今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

了两年多，成为铁牛村新村民的

一员，他们自称为“阿柑青年”。

“我们需要尽可能组织当地富

余的人力资源，尽可能恢复这里失

衡的生态资源，尽可能利用这里闲

散的生产资源。”甘梅说，在生活

中，他们尽量采取就地取材的方

式，对一些资源尽量地重复循环

使用，从而减少外来工业用品对

村庄的影响。其中，他们用旧办

公区改造出来的丑美生活馆，可

以喝茶、吃饭，亦可举办会务、活

动，成为村里的公共社交空间。

这样的生活理念，已经影响

到了当地的村民，一棵被砍伐的

树桩可能成为门口的装饰，一个

废旧的轮胎可能成为家里的一个

座椅。“村里的 们会找我们问

要这个不，要那个不，反正是她们

不用的东西。”甘梅笑着说，在此

期间，村里原来的木匠、编织师傅

们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使得可持

续生活理念得以落地。

同时，甘梅和同事们开始在

村里推广垃圾分类，因为她从上

海过来，更熟悉上海的做法。

现在，铁牛村每年都要举办

低碳生活节，突出“低碳饮食、低

碳运动、低碳手作”三大主题，以

低碳达人沙龙分享、低碳主题展

览、沉浸式活动体验等形式，展现

乡村低碳生活方式，倡导“越低

碳、越健康，越低碳、越时尚”的理

念，引导更多的人加入低碳生活

的行列，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

如今，漫步在铁牛村的街头，

到处是一片清朗和洁净。在2022

年年底央视播出的《山水间的家》

一期节目里，徽派建筑风格的铁

牛村乡村美景打动了无数观众。

这正是施国平团队为铁牛村规

划的目标，即充分尊重铁牛村田园、

林盘、水系、民居等现有生态布局，

打造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

庄园式”成都林盘新范式，推动实验

区传统农业转化为新生态农业，传

统林盘转化为新消费体验场景，同

时，通过多林盘聚集实现绿色资源

的整合组织与高效利用，实现生态

价值转化综合效益最大化。

可持续的生活

在明月村的很多人心里，宁

远创办的“远家”民宿，就是明月

村的“民间文化中心”。

多年前，宁远第一次来到明

月村，闲逛中看到一位老婆婆家

的老脸盆架，她十分喜欢，便想买

下来带走。不曾想，老婆婆坚决

不肯收钱，要把它送给宁远。她

被村民的淳朴感动了，便决定留

在这里，开了草木染工坊，免费培

训当地村民做草木染。

后来，宁远在明月村建起了

“远家”民宿。不同于其他民宿，

这里除了住宿之外，还有咖啡馆、

图书馆、染坊、空中剧场、服饰店、

艺术展厅，这块地上有三分之二

是公共空间。记者参观艺术展厅

时，里面正在展览一位画家的作

品，3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远家聘

请了30位员工，多数是本地的村

民，他们在远家做咖啡师、服务

员，已经和新村民打成一片。

远家几栋白色建筑围合的中

间，是一块整洁的草坪。远家市场

运营负责人凉笑向记者介绍，在这

块草坪上会定期举办创意市集，能

有五六十个服饰、花艺、手办等商

家在集市上卖东西。为了吸引游

客，远家自掏腰包邀请乐队来这里

开音乐会。效果还不错，一次能有

几千上万的顾客，甚至外来的“摊

主”也可能成为村里的游客。为了

扩大创意市集的宣传效果，远家会

在自家的自媒体矩阵上发出推文，

一些远家品牌的粉丝远道而来，其

中不乏上海、北京的客人。

远家的创意市集面向村里村

外的商家和游客。在远家之外，创

意市集也很好地宣传了明月村的

品牌，村里的其他商户也能在这里

“抛头露面”。不少游客都是通过

远家的创意市集第一次亲密接触

明月村。在另外一位新村民陈崇

霄看来，远家的创意市集实际上承

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功能，起到了为

区域引流的效果，对明月村以及其

他品牌来说有很大助益。

凉笑同样提到了远家能落地

明月村的一个关键因素——土

地。据介绍，远家所在的13.5亩土

地不是像市面上常见的乡村民宿

一样通过租赁得来，而是通过招拍

挂流程取得。明月村有187亩国有

建设用地，来自汶川、芦山两次大

地震震后建设指标调剂，这些土地

规划为40年产权的商业用地，划分

为17个大小不等的地块，通过土地

招拍挂手续引入多元的社会资

本。明月村的第一批“新村民”也

多是通过此种方式获得了土地。

“通过招拍挂得到的土地对

我们来说很重要！”凉笑强调，新

村民买来的土地拥有完整的40年

产权，这样就能安心地做长远规

划。如果是租赁的土地，就有可

能面临涨租、土地随时被收回去

的风险，新村民们未必敢有如此

大手笔的投入。

不过，凉笑坦言，创意市集的

收入肯定无法覆盖成本，“乐队的

出场费都要十几万元。”与此同

时，12套民宿房间以及咖啡馆的

收入，也不足以让远家在明月村

获得盈利。那么，远家如何支撑

起这一系列的运营费用？

幸运的是，远家在很多年前

就开始了“多条腿走路”。在明月

村之外，更多人所熟知的可能是

“作家宁远”和“远家服饰”。在

2010 年，宁远创立了远家服饰品

牌，主打女性服装。用服装的销

售收入来补充民宿的经营开支，

如此让明月村的情怀才得以延

续。凉笑介绍，服装品牌的粉丝

同样在补充着远家民宿和创意市

集的客源。同时，远家民宿和乡

村活动也能反哺服装品牌的影响

力、辨识度，提升品牌价值。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委员、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

告诉记者，乡村民宿需要形成自

己的特色，同时不断保持创新，否

则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减弱。但

创新的难度很大，现在的乡村民

宿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依托其他

产业来补充民宿的话，就要与民

宿形成有效的结合，不能为了结

合而结合，而是要形成“1+1>2”

的效果。比如用服装品牌来补贴

民宿，在民宿里再举办一些服饰

展览，如果能助推服饰的品牌影

响力和销售的话，就是很好的形

式。服饰更新又能为民宿带来回

头客，这样就形成可持续发展。

“远家模式”探索

在明月窑以及土地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的吸引下，明月村引来了一

批文化艺术名人在此落脚。

远家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多条腿走路”。在明月村之外，更多人所熟知的可能是“作家宁远”和“远家服饰”。

图为明月村绿树环绕中的远家民宿。 本报资料室/图

编者按/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现才华的用武之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为乡村振兴

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各行各业怀揣不同理想的新人群奔赴乡村，他们与老村民一道，为乡村旧貌换上新颜。他们或是专注于技艺，或是拥有新的理念，抑或是

尝试新的业态。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各地涌现出的成功实践值得关注。近期，《中国经营报》记者前往四川成都、河北保定等地，深入田间地头，

将笔触对准乡村新面孔，记录乡村新景象，寻找振兴新力量。 B9-B10

乡村振兴新动能

下转 B10

相关报道见 B10

在铁牛村的一个院子里，一些年轻人正在为村里的柑橘产业出谋划策。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