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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乡民居错落有致，森林覆盖率98%，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10℃■ 原生态的山水，独特的小气候，让七里乡成为备受上海老年人青睐的避暑康养之地

本报记者 毛丽君

■ 午后的农家乐里，旅客正小憩纳凉 本版摄影 记者 陈炅玮

早上，65岁的汪燕琴泡了杯
茶，在“蔡老大农庄”沿河的大厅
一坐就是半天，听水声哗哗。受
台风影响，七里乡下了一夜雨，香
溪的水流比前一天大了不少，尽
管如此，河道的堰坝旁仍有孩子
嬉水的身影。

71岁的章荣泉扎好围裙，开
始在厨房里帮忙清理边笋，更早
之前，他跟去溪里钓鱼的村民开
玩笑：这么大的水要是能钓到鱼，
他就生吃。这会儿，人家正拿着
桶里的鱼，要他兑现。

68岁的陈国旗吃好早饭，特
地去村里的四季青菜场买了点
小菜，为招待上海来的客人做准
备，山里雨后有点凉，他穿上了
小马甲，一路碰到不少熟人，都
会热情地打招呼，和在自己家没
啥两样……
浙西南，衢州柯城七里乡，海

拔近700米的山峦里，一群上海
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七里乡，距离衢州市区33公里，

平均海拔650米，森林覆盖率98%，夏

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10℃。七里乡

下辖7个行政村，其中靠近衢州市区

的外片桃源村、大头村、七里三村，农

家乐（民宿）产业发达。2014年5月，

“桃源七里”旅游景区顺利通过国家

4A级景区评定验收，七里乡成为浙江

省首个全乡域打造的国家4A级乡村

旅游主题景区，也是省内最大的乡村

休闲旅游景区之一。

竹林翠绿肥硕，七里香溪顺山而

下，沿岸民居错落有致，廊桥、瀑布，小

景不断……原生态的山水，独特的小

气候，近十年来，七里乡成为了备受上

海人，尤其是上海老年人青睐的避暑

康养之地。“七里乡户籍人口5000多，

常住人口2000多，2022年游客接待量

达92万人次，七八月旅游旺季，乡里

4000多个农家乐床位一床难求，其中

70%~80%是上海游客。”这是七里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吴晓庚给出的一组

数据。

此时行走乡间，上海话已然成为

七里乡的“乡音”。

上海村

“我们村是七里乡农家乐开得最

早、最多、最集中的村子，全村共有75

家农家乐（民宿），去年共接待游客38

万，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旺季的时候

村里每天大概有1700个上海客人，六

七十岁的老人居多。其中60%是跟团

游，30%是自驾游，一般会住半个月左

右，剩下的10%会住一个月甚至更

久。”作为桃源村18年前最早开出农

家乐的6户人家之一，“蔡老大”蔡建

华，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柯城区农

家乐协会会长。曾获评衢州市十佳农

民致富能手的他，十多年来，依托“桃

源七里”景区，带着乡亲们一起闯出了

一条乡村旅游致富路。

“看到上海人可亲切了，桃源村也

可以叫上海村。”2007年，村里农家乐

爆发式增长，然而当时的七里乡远没

有如今的名气，店多客少，遇到了发展

瓶颈。因为还经营着高山蔬菜，蔡建

华借着在上海参加农展会的机会，带

着2万张名片，拿着地图，奔走在各个

公园之间，给老人们发名片，到处推

介，“其中一张名片发到徐汇区一个退

休干部手里，他通过工会，带着第一批

上海游客到了七里”。

从此，七里乡在上海老人群体里

口口相传，来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有了

今天的规模。

“蔡老大农庄”共有25个房间，55

张床位，接待的大多是旅游团的团

客。旺季的时候，每张床位包吃包住

120元一天。7月25日，汪燕琴和23

个同小区的朋友们跟团到七里，开始

了5天4晚的旅行。“我们去过很多地

方，第一次来就很喜欢这里，坐在溪边

看山间的炊烟袅袅升起，听着溪水的

声音，泡上一杯茶，再来点音乐，觉得

整个人都静下来了，这里的水好，泡的

茶都特别香。”喝着茶放空，是汪燕琴

享受的状态，“下次还会来，但最好是

能找一个房子，住一两个月，我们一个

团住在一起，自己买菜、做饭”。

蔡建华很少接长住的客人，主要

是因为农庄床位的限制，按照50个人

的标准团算，留有一两个房间，正好可

以周转，一旦长住的客人多了，在接团

单时势必会受些影响。

章荣泉是“蔡老大农庄”里为数不

多的几个长住旅客之一。因为家里动

拆迁暂时和女儿住在一起，夏天的闷

热加上局促的居住条件，让章荣泉觉

得“转不开”，干脆到七里乡过渡一段

时间，顺便避个暑。“我是7月17日来

的，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打算住到拆迁

款发下来，之前说是7月底到位。”蔡

建华没有拒绝，是因为章荣泉以前来

旅游时结下的交情，没想到爷叔住下

后，却成了他们忙时的助力：“我是厨

师退休，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去厨

房帮他们炒炒菜。”

住下的这些天，章荣泉最大的收

获是学会了钓鱼，还有点上瘾，农庄不

忙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早上钓鱼、

下午钓鱼，晚上吃好饭散个步，一天愉

快而充实。“我已经钓到3条鱼了！”说

话间，爷叔精神矍铄，活力十足。

老朋友

K379，早上8时49分从上海南站

发车，下午1时33分进衢州站，历时4

小时44分。7月23日，陈国旗夫妻俩

带着6岁的孙子和朋友们一行7人，开

始了这段期待已久的避暑之旅。“这是

慢车里最快的一班。”10年，陈国旗找

到了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式，“4个多

小时票价64块5，大家一起聊聊天，很

快就到了”。

2013年，陈国旗和“拳友”跟团旅

游，第一次到了七里。“这里空气好，水

好，凉快。”因为身体原因，陈国旗偏爱

环境好的乡村。七里，在初次相遇的

时候，就扎进了他的心里，让他生出想

要长住的念头，“吃好饭散步，听说有

的农家乐，可以长租，自己做饭，我就

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这里。”

上村村是大头村下属的一个自然

村，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在自己家开了

农家乐。和桃源村不同的是，相对于

大规模的团客，这里住的大部分是时

间相对长些的散客。上村村19号、

“如归农家”，陈国旗结束旅行团行程

后，回上海休整了几天，便打包行李，

带着爱人谈秋萍一起再次进山来到这

里，一住就是一个月。

“住了一个星期后，嗓子、鼻子都

舒服了。”此后10年，除了受疫情影响

无法出行，每年最热的时候，陈国旗总

会组织亲戚朋友，一起到七里住一段

时间，短则一周，长则两月。“我们自己

烧饭，每次总归会叫上8到12个人一

起，刚好凑一桌。这些年，跟我一起来

的朋友、同事，少说也有上百个了吧。

每次碰到，他们都会问我，老陈啊，今

年去不去啊？”

今年和陈国旗一起来的，还有黄

雪芳夫妻俩，一对退休的医务工作

者。67岁的黄雪芳是和谈秋萍有着

50多年交情的闺蜜，这是她第三次到

七里旅居避暑，这次她还带来了自己

的弟弟和弟妹。“我弟弟今年是第一次

来，住了几天，鼻炎也没犯了。”这在黄

雪芳看来，是七里空气好的最好例证，

“这里的水也特别好，都是山泉水直接

接到家里的，洗手清清爽爽，一点都不

黏腻”。

陈国旗和房东王寿国已经是多年

老友。75岁的王寿国是大头村会计，

也是村里的人大代表，2009年村里农

家乐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也打开了家

门。刚开始跟其他村民一样，接待的

都是包吃包住的旅客，后来年纪大了，

他关掉了餐饮生意，把床位留给了有

自己做饭需求的客人，陈国旗便是其

中之一。

住王寿国家的，也基本都是长住

的熟客。“我们和一些隔壁邻居不大一

样，现在做农家乐不是最主要的收入

来源，夏天的时候，家里不缺客人，都

是提前打招呼预定的。”王寿国甚至和

家里的客人搭伙吃饭，说是客人，其实

都是朋友。

四季青菜场的廖老板、梅岭超市

的徐老板……日子久了，隔壁的邻居

们、商店的老板们也都和陈国旗成了

朋友，日常的青菜几乎不用买，都是邻

居们自己种的，走在路上也会有人偶

尔送几个鸡蛋，七里的“人好”，也是他

嘴边一直念叨的。

还没老

到衢州站接陈国旗一行进山的，

正是2013年和他一起到七里乡，今年

比他早到的“拳友”朱勤。这一次，70岁

的朱勤和另一群旅友选择了自驾游。

15个人3辆车，包下了“沐田居”民宿。

这是一个因旅行而结缘的团队，

团员们对“旅行的需求”达成了共识。

“出来玩不就是要放松，自己做饭太麻

烦。我们呢，对居住的品质有一定的

要求，比如卫生间要干湿分离，房间要

大一点，服务要好一点，环境要相对独

立安静，同时民宿里的小环境也要好

一些。”综合种种需求，他们最终找到

了“沐田居”。一栋自带小花园的独栋

小楼，背后是一片竹林，室内装修、配

套也都符合他们的需求，价格自然也

比外面普通的农家乐相对高一些。

这个团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第

一次到七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但

不止一次在同一个地方住这么长时间

的，七里还是第一个。”65岁的高新华

是团里最年轻的一个，听说有记者采

访，性格开朗的他被大家推举为宣传

委员，为大家代言：“我们是7月18日

到的，30日回上海。这些日子以七里

为中心，去了很多地方。”

出行自由，是自驾最大的优势。

江山廿八都古镇、千岛湖下姜村……

在七里住着的这些日子，他们去了周

边不少知名景点，一次出行游玩休整

一两天，然后再出发。闲时和村民一

起上山采箬叶、包粽子，有兴致了一群

爷叔分工买汏烧，或在民宿安静的角

落看看书、发发呆，坐看云展云舒，日

子张弛有度，舒适惬意。

“上海周边300公里的度假点，基

本上都已经被上海老年人‘占领’了，

所以我们跑到了400多公里外的衢

州。”说起到七里的原因，高新华调侃，

“但真正吸引我们来旅居的，是这里的

环境，空气好、水也好，2021年第一次

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都是原生态

的山水，海拔高天气凉快，平时没事在

村里散步，有很多小景点，都很好。刚

才我们还去千峰山看晚霞呢。”

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再多住些日

子？“时间太长，也没啥意思，最热的时

候在这里避暑就可以了。我们60多

岁，但我们还没老，还想在自己能跑的

时候，多跑些地方，多看各地的人文景

观，可能以后年纪再大点，跑不动了，

会考虑再多住些日子。”高新华说，30

日回上海后，稍作休整，他们将开启去

东北的旅程。

带着这些人找到“沐田居”的，是

朱勤的爱人李静芬。“我们去过很多城

市，但我更喜欢乡村，喜欢安静的生

活。”瘦瘦小小的她话不多，自有一份

恬淡，走在乡间坑洼不平的小道上，心

里的欢喜自然流露。“前些天晚上出来

散步，看到田间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真

的是好久不见了，非常惊喜。这几天

在读蒋勋的书，书里的意境和这里的

环境十分契合，我就觉得，真好啊。”

“挑剔”客

上海客人要求高、有点“挑剔”，早

在2007年第一个上海团来的时候，蔡

建华就领教过了。“以前一栋房子只有

一个卫生间，他们就说设施不够，每个

房间要有一个厕所，有了厕所，又要干湿

分离，干湿分离了，又说被子要好……”

为了接待上海人，七里乡的农家乐被

“逼”着往前走，从设施到服务，不断提升

改造，竟“走”成了样板，就连浙江省首个

农家乐旅游标准也是在这里诞生的。

这样的“挑剔”从未停过。短住的

汪燕琴说，村里没有配套的土特产购

买市场，美味的小笋、茶叶，想买，不方

便；长住的章荣泉说，虽然菜的味道不

错，但包吃包住的配餐花样有点单调，

荤菜有点少，老年人更需要优质蛋白

质的摄入；陈国旗说，连通市区和乡里

各村的502公交，班次有点少，间隔有

点长，出行不方便，村里新建的旅客驿

站有电影院、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但

日常的演出活动每周一次，不过瘾；高

新华说，乡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会不会

失去了大家最爱的幽静和安逸……

在被问及七里乡未来的发展规

划，会不会考虑这些旅居老人们的需

求时，吴晓庚认真地听着老人们反映

的每一个问题，这个90后乡长没有觉

得唐突，而是用了“中肯”两个字。他

说，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上海老人，已经

融入了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七里

乡的一部分，这些不足，会在七里乡未

来的发展规划里逐步完善，让他们住

得更舒适，更舒心。

“比如，景区面临复评，我们请同

济大学的教授做了一个整体规划，成

立了文化旅游发展公司，每年有1000

万元的配套资金，专门用于七里景区

硬件、软件的提升；交通方面，石七线

（淳安至江山公路七里至石梁段）正在

谋划，打通后，七里到城区将缩短10—

15分钟路程，现有公路将作为景区内

环线，设置接驳观光车，老人出行更方

便，也更安全；桃源黄土岭村是老年人

最集聚的地方，我们会结合美丽宜居

项目，做一些夜景亮化、美化，在小广

场、廊桥，增加趣味性的业态，给老人

们搭建更多交流的平台；我们正在跟

浙江音乐学院谈合作，每年七八月，在

云水广场举办一些音乐会，丰富老人

们的日常生活……”

从基础的供水、供电、公共服务配

套工程到几个村子农家乐的错位发

展，从民宿群的打造到生活业态的丰

富，吴晓庚脑海中的七里乡发展蓝图

里，现有的老年旅居群体，会有更便利

的生活，丰富的业态会吸引年轻人“返

乡”，不同定位的民宿配合旅游资源的

挖掘，未来3—5年，这里将不仅仅有

夏日避暑的老人，春天的杜鹃、秋天的

银杏、冬天的雪，都将成为新风景、新

玩法，让更多的上海人，走进七里。

香四方

高新华说，上海周边300公里的

度假点，基本上都已经被上海老人“占

领”了，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也并非空

穴来风。

今年3月，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

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

结果显示：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为

2475.8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5.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根

据国际通行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

标准，上海已经步入中等老龄化社

会，且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

60多岁的老人并不老，他们是养

老机构口中的“活力老人”，只要身体

健康、不被家庭束缚，他们绝大多数不

需要也不愿意居家养老，而是希望有

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希望到各地多

走走看看。旅行，是很多人的首选，在

极端天气时的“迁徙式”旅居，更是成

为上海老人异地养老的一种新时尚。

七里乡桃源村竹林丰茂，美不胜

收，但20年前的桃源村，是一个以腌

制毛竹、加工低档生活用纸为主的薄

弱村，当时全村共有土法造纸厂2家、

竹料腌塘200余口，村民人均纯收入

1600元。“有溪无清水、有水无鱼虾”是

当时桃源溪流的真实写照。

2003年，“千万工程”号角吹响，桃

源村对土法造纸统一整治、全部关停，

才有了如今的依山傍水、山高谷深、空

灵清爽，农家乐产业的适时探索与发

展，则让它在炎炎夏日，成为长三角地

区上海老人旅居的“现象级”地标。

七里乡，是“两山理论”的生动实

践，美丽生态不仅惠及当地人，也给上

海的老人们带来了美丽的生活，村民

和游客都尝到了“两山转化”的甜头。

吴晓庚说，村里的农家乐老板们，会在

淡季的时候，自发到其他乡村旅游发

展好的地方走访、学习，这种“自觉”，

是农家乐发展提升的内生动力；王

寿国说，这些年村里的村容村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这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好了，自

然又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村里来，这

在七里乡，已经是大家形成共识的“良

性循环”。

当然，衢州不只有七里乡，开化钱

江源、江山保安乡，都手持“生态牌”，

想要寻求绿色与发展齐头并进之道；

浙江也不只有衢州，临安天目山、仙居

神仙居，都因原生态的山水受上海人

偏爱，暑期人流如织。

如何深入挖掘上海老人异地养老

的需求，在长三角甚至更大范围，因

地制宜打造更多的“七里乡”，一方面

缓解上海等一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

大城市的养老压力，同时拉动有条件

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发展受限的山区

向共同富裕迈进？上海人的七里

“香”背后，除了有生态与发展的和谐

共生之道，或许还藏着一组应对人口

老龄化与谋求乡村振兴“共赢”的流

量密码，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思

考与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