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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文文化化结结缘缘的的乡乡村村爱爱情情

王玮琳

白墙黛瓦、青石绿苔，村里
矗立的牌坊，门前闲坐的老人，
新光村第一面给人的感觉和普
通的江南古村落没多少区别，
秀美中透着舒缓。很难想象，
2013年前的新光村，曾经因水
晶引发的追逐财富的躁动，和
因这种躁动受到的伤害。

新光村所在的金华市浦江
县被称为中国水晶之都，发展
高峰时期至少有20万人直接从
事水晶生产，新光村200多户人
家，出租给外乡人的水晶加工
点有300多个。新光人挣到了租
金，付出的是家园的毁坏，曾经
静谧的山村机器轰鸣，古老的
建筑粉尘弥漫，清澈的小溪污
水横流。当金华市推进环境治
理、规范水晶加工的时候，水晶
客纷纷离开，留给他们的是一
地狼藉和一片迷茫，很多人哀
叹，新光村死了。但新光村在金
华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很
快开始了一段新缘分，这次进
村的是一群青年创客。“一木一

叶”的树皮画、“石扁担”的手工
糖果糕点、“二鱼子堂”的传承
雕刻……50多位青年创客，30
多个文化项目，结合新光村的
旅游、文化、农业资源，共同打
造出一个乡村文化旅游品牌，
沉寂的古村重新焕发生机。

打造乡村文化，难得的是
找到自己的精神内核。守着几
个老院子，造些小景点，卖点土
特产，那顶多算披着文化外皮
的农家乐。新光村为什么要建
青年创客基地？除了基于现实
发展的考虑，不能不回溯一下
新光村的历史。280年前，新光
村的始祖灵岩公为激励子孙好
学上进，制定了“凡考取秀才者
奖银四百两和良田二亩”的规
矩；临终时更是捐出良田地产，
以每年租息资助全县乡、会两
试，浦江县内受其资助或奖学
的人才无数。如今，入驻新光村
的青年创客们也受到了类似扶
助，只要你的文化创业项目能
打响知名度，吸引游客并带领
村民致富，就可以享受到免除
前三年房租，并提供配套基础
设施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新光
村的精华是历经风雨保存下来
的建筑，当年灵岩公的住宅、如
今有江南“乔家大院”美誉的灵
岩古庄园，更是绵延岁月传承
下来的文脉，在古庄园里建设

的廿玖间里旅游创客基地和双
井房文创园，已经成为吸引青
年创客和众多游客的文化产业
乐园。

打造乡村文化，可贵的是凝
神静气、踏踏实实地发展。文化
产业需要一定的培育发展期，正
如《诗经》所云，“有匪君子，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欲成大器，要
出精品，得沉下心来不断完善自
己。还没搭好文化台，就急着唱
商业戏，缺少长远规划和扎实发
展，很难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在
这方面，新光村和青年创客们有
着难能可贵的耐心和坚守。

除了抚平水晶生产带来的
伤痕，新光村更是主动拆迁不
协调房屋、修复古迹和石板路，

村里的开发围绕创客项目做配
套，做服务，像餐饮就整合30家
农户推出了“姆妈味道”家家乐
品牌。选择引进的青年创客以
文艺青年为主，有情怀、懂艺
术，用创客联盟发起人陈青松
的话说，这个群体的创客，最大
的特点就是沉得住气，经得起
打磨，还有着可以被点燃的梦
想。他们在新光村与其说是开
店铺，不如说是搞个人艺术工
作室。像“石扁担”的店主于敏
敏，从做手工牛轧糖、绿豆糕、
凤梨酥起步，有了一大批吃货
粉丝，但转头他却钻研起南宋
浦江才女吴式食谱《吴氏中馈
录》，想要复原其中记录的雪方
糕、平西饼。正是这种不忘初心

的坚守和情怀，让新光村的文
化创业项目散发出迷人的魅
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游
客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如今
的新光村每天的客流量平均达
5000多人，周末过万人。

一个古村落，一群年轻人，
因文化结缘，为梦想前行。回头
再想想这段乡村情缘的前世今
生，真的是耐人深思。2013年前
的新光村，是一台台机器轰鸣
着打磨水晶挣快钱，如今的新
光村，是一个个文化创业者在
耐心地琢玉谋长远。唯其用心，
才格外令人动心，唯其想得长
远，路才走得长远，这大概就是
这段乡村爱情给我们的最大启
示吧。

不久前参加了全国晚报协会组织的“浙中生态廊道——— 魅力
金华行”采访，新光村是此行最大收获。无论自然风光还是历史底
蕴，新光村在当地都未必能排在前面，真正吸引人的是它前世今生
的两段感情——— 为水晶疯狂的财富孽缘，因文化结缘的乡村爱情。

文化观察

新光村的文化创业项目吸引游客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