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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沂南县朱家林村搞民宿用好本地人

老老村村重重建建，，让让村村民民当当主主角角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磊

破落院子重新植

入生命

朱家林是沂蒙山区大山深
处的一个小山村，朱家林生态艺
术社区设计师宋娜介绍说：“我
们刚来朱家林的时候，村子大部
分的房屋都是没有人居住的，相
当于是一个空心村。很多院落已
经没有屋顶了，院子里基本上也
是荒草丛生。”宋娜说，好的一点
就是院子里的香椿、杏树等一些
老树都长势非常好。

朱家林是原生态的，这也是
宋娜和团队选择这里发展的重
要原因。宋娜说，她的老家也是
像朱家林一样的小山村，漫山遍
野十几万亩桃林，但是如今已经
不存在了。“家乡老房子和桃林
都已经没有了，完全夷为平地，
这种创伤对我心灵冲击很大。”

为了将儿时记忆中的那份
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并延续发
展下去，宋娜和她的团队选择了
原生态的朱家林来开发，他们想
把朱家林的这些破落院子，通过
民宿的方式，重新植入生命，让
它重新焕发活力，能够再被现代
人的生活所需要。

家乡到底应该发展成什么
样子？这是和宋娜一样的年轻人
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
刚来到朱家林的时候，许多老百
姓是持观望的态度。”宋娜说，偶
尔在路上碰到的时候，他们就会
问，说这个村子这么破，你们到
底看中了什么？

村民成了民宿的管家

2015年，宋娜和团队来到朱
家林，开始和这里的村民一起生
活，帮助村庄重新恢复活力。

“很多乡村旅游或是创意项
目可能是会把村民迁出去，但是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村民是我们
的主角。”宋娜和团队始终坚持
只有村民才是一个村子的灵魂。

这几年，宋娜跟随省旅发委
学习交流乡村旅游，学到了这些
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和创意项目
大量的宝贵经验。在朱家林，她
和团队成员将这些经验运用到
朱家林的实际开发中去，把村民
日常的生活呈现给游客，而不是
把打造的景点呈现给游客。“我
们希望这里是一个安居乐业的
地方，所以我们做一种新的乡村
旅游的形态，用我们的生活方式
来打动游客，让他们来看到的是
一种健康的绿色的生活模式。”
宋娜说。

在村子的开发过程中，宋娜
从村里招募了一些老石匠老木
匠，用老手艺新创意的结合来建
设。村里老房子的建筑，采用当
代乡村的建筑理念，整个的空间
设计和建筑形式是根据当代人
的审美来出发的，但是工艺全部
用村里的老工匠。

村里开发的民宿，也离不开
村民。民宿经营的主人，实际上
就是民宿的灵魂。在朱家林，宋
娜和团队把村民就变成了民宿
的管家。他们找了村里的一些老
人，来负责民宿的管理服务工
作。“因为每个村民都是有故事
的，还有很好的做饭手艺。”在一
间民宿中，村民公茂英每天在这
里为客人做早饭和收拾房间。

“现在不种地了，但能在村里工
作，每天看着各地来的客人，村
子里也热闹起来，我们也跟着高

兴。”公茂英说，她和老伴都在村
里打工，比干农活轻松多了，每
月也有可观的收入。

在这里把他乡当

成故乡

2016年来到朱家林的大学
生村官文安琪在朱家林，在一年
中经历了朱家林从闭塞落后小
山村变成了一个可以把日子过
成诗的地方。她成长中的困惑也
变成坚定前进的决心，伴着朱家
林慢慢地成长。

文安琪说：“当我身居城市，
看到这个陪伴我成长的小山村出
现在视频里面，我突然发觉，我所
渴望的城市或远方，于我而言
是异乡，只是存在在我的幻
想里面。朱家林见证了我
毕业后的成长和探索的
步伐，这里仿佛成了
我的故乡。”

在朱家林，能
够和大自然近
距离接触，可
以享受到山
里夜晚的
星 空 、
早 上
的太
阳、夏
天的蛙
鸣。宋娜
说，城里人
在压力之外，
可以来过一过
乡村的日子，体验
一下老百姓的生
活，和老百姓近距离
接触和交流，听一听乡
间的故事，压力会减轻很
多。

这里的民宿，全是用老房子
翻新打造
的，保留
了 原

来的老门板，但把玻璃拆掉，换上
了同样是从门上拆下来的木
板，用五颜六色的木板拼起
来。屋子里的餐具也是村
里匠人亲手做的，木勺
也是木作坊里动手挖
制的，包括家具、灯
具、窗帘的布艺
等，都是自己打
造和织就的，
再进行加工制

作用于民宿。
随着朱家林

的开发建设，这里
正在成为一个创客

的基地，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来到这里，就像宋

娜说的那样，把朱家林打
造成一个绿色生活社区，
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实
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希望通过打造这样
一个平台之后，能
够为更多年轻
人返乡提供一
个道路。有
了这样的
一 个 平
台 ，他
们回
来就

能 找
到自己

的位置，
那 么 就 能

在这里发挥
自己的理想。

宋娜说：“我
们朱家林所倡导

的生活是把日子过
成诗，我们现在又有

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
让别人把日子过成诗。”

现在越来越多农村的年轻人到城里发展和生活，许多农村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也摆脱了原来的旧有面貌，在农村生活活大半
辈子的农民甚至都住上了楼房，儿时的故乡在记忆中越来越模糊。在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有个村子叫朱家林，在老村重重建过程中，
不论是建设还是运营，都把村民当成主角，众多创客和游客不断涌入这里，逐渐把日子过成了诗。

葛老乔游记

烟台蓬莱泰生小镇：

没没有有农农药药和和化化肥肥的的生生态态小小镇镇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许亚薇

六月的一个周末，有幸做
客烟台蓬莱市的泰生小镇。在
时下“旅游小镇”大热的背景
下，以“解剖麻雀”的姿势，研究
这个项目的发展模式。

“泰生”二字取《易经》64卦
中第11卦“泰卦”：“泰，小往大
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
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寓
意共生、分享、和谐的企业文化
理念，共生即服务者与客人的
共生、自然环境与园区内动植
物的共生，等等。

小镇中，山形、坡形十分优
美、自然，实际上是经过精心整饬
的，整饬前后的变化，可用“天壤
之别”形容。这里最早是荒山，当
地人称之为睡虎山、峰山，原206
国道从中穿过。荒山中还有废弃
的养猪场，衰草半人高。

泰生小镇由新加坡国际元
立集团投资，2012年开建，用1
年半的时间初步建好。建设过
程中，集团总裁亲自督战，与团
队吃住在一起。

小镇建设中，使用机械设
备，大刀阔斧地整饬地形。建成
小镇内的水道、河渠体系，仅人
工湖就建了9个，且每个湖之间
都有管道相连，确保都是流动活

水。再考虑到北方地区比较干
旱，泰生小镇内有科学缜密的雨
水收集系统，让下到人工湖里的
雨水可以多次利用。

搞生态农业时，特别重视

环境的改良，小镇聘请台湾有
经验的病虫害专家，采取各种
有机的办法治理，所有的花花
草草都是采取生物制剂的防
治，以达到杀虫、改良土壤的目

的；在葡萄园养护中，第一年用
大豆绿肥，即在种植长秸后直
接返到地里，腐化变成葡萄树
成长所需的养分；另外采取生
物循环，把产生的牛粪羊粪马

粪经过腐熟之后，进入田间；驱
蚊则是使用灭虫灯，以及科学
利用花花草草自身的特点，实
现生物防治。在泰生小镇范围
内，没有农药和化肥的存在。

去年，小镇被评为国家三A
级景区。目前，娱乐设施正在逐
渐填充，水上正在安放划艇。游
客是小镇日常的主要接待群体，
但这里更偏向旅游度假色彩，希

望客人能住下来放松，而不是单
纯的玩玩就走。

结合当地群众的需要，小镇
搞了一些亲子乐园，体现海洋
文化特色，“熊孩子”在此可打
滚撒欢。大人们玩什么？除了
打高尔夫，还可以做烘焙，可
以用园区自产的樱桃、桃、杏、
石榴、苹果等有机水果制作果
酱，做成派。

泰生小镇是一个典型的
“旅游+”概念。其主业有休闲度
假、高效农业、游玩服务等，让大
家做到心身灵的放松是一百多
名员工的心愿。小镇内有葡萄酒
园、蔬菜大鹏、散养鸡和菌菇棚
等，做到让餐桌上的美食既新鲜
美味又吃得安心。

泰生小镇内共有14个产业，
都是自营。呈现在客人面前的业
态有，散养鸡、奶牛场、食用菌生
产基地、蔬菜种植大棚、溜马场
及环山马道、高尔夫练习场、酒
窖展示中心特色餐厅、餐饮、物
业、酒店、园林、农业休闲观光、
工业酿酒……

泰生小镇是一个有产业支
撑的小镇，也是一个“真小镇”。

三三石石哥哥逛逛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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