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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南屏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村官生

涯。其间，张昱深入乡间，带领村

民们一起奋斗，创立了“村官菜园”

和“昱田米”农产品牌，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当地村民增收有限的问题。

许学超之所以来南屏“种地”，也

是源于张昱的推动。

如今，张昱辞职创业，去香港

理工大学进修后，回碧阳镇经营东

田别野乡村客栈，希望搭建一个与

自然更接近，同时也方便年轻人聚

集、交流的平台。此外，为了解决

农忙时节村里留守儿童假期难管理

的问题，张昱协助南屏村委会创立

了“阳光之家”暑期活动中心，为

南屏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向外看的

窗户。“我对村子是很有感情的，

毕竟，很多小孩也是看着长大的。

我们的‘阳光之家’仍在运作，今

年第八年了，没有疫情的话应该是

第十年了。”

碧阳镇的村落是一种深刻的羁

绊。张昱说，影像南屏事实上推动

了村落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徽州古

村落有吃喝玩乐，也有文化的传承、

变革，还有时代浪潮里的风险、机

遇，“我们要做的是留住久远的记忆，

迎向拥有更多可能的明天”。

对此，南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影像南屏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程露实际地指出：“影像南屏的‘一

票制’搞成了，对村民的收入绝对是

有益的。小米集团党委帮忙做了很多

宣传，现在也把附近几个村庄一齐带

动起来，发挥各自的特色，我希望最

后大家能实现共同富裕。”

影像南屏临时党支部的书记助

理周涛涛是南屏“隔壁”丰梧村的

第一书记，成了两个村落和镇里县

里的重要摆渡人，他亦戏称自己好

像一个“调来调去”的“变压器”。

如何将不同的项目融合进“一票制”

增加体验的丰富性，正考验着周涛

涛的能力，而他勇于直面挑战。他

对记者表示，影像南屏不是单打独

斗，需要整合资源，不断尝试，边

走边干，“螺旋式上升”。

张昱、程露、周涛涛等人均认同，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那么，怎么做才能把人才留住呢？

大伙相信，从南屏在地青年到小米

集团党委的参与，有着共同目标的

人，总是能够排除万难，手牵手朝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为影像南屏这个 IP 持续赋能的

过程中，小米集团党委对“三乡人”

有了更多认知，以“融通、融智、融汇、

融洽、交流、交往、交集、交情”

的“四融四交”，打通壁垒，共绘

蓝图。人与人、点与点的联结还不够，

影像南屏何妨迈开步子，实现村与

村的联结，让游客目不暇接，从“非

去不可”到“一去再去”？小米集

团党委拓展了思路，决定再接再厉

开展“一拖二行动计划”，包括与

丰梧村的丰梧季乡村行动第二季合

作，为南屏村的另一个“邻居”、

主要以发展“黟品五黑”产业为主

的赤岭村设计商标 logo 等等。

一“米”阳光，联结徽州村落

共同体。原本抽象的概念正在物理

层面逐渐具象化，希望的种子，业

已生根发芽。

明天

“我一开始实在搞不清楚施艳

她们到底在忙活些什么，这会有点

明白了，总归是为了南屏的将来。”

叶静说。

叶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

在南屏安顿下来也超过十年了。人

们称呼她家为“南屏照相馆”，本

　　影像南屏是探索村落生态共同体的中国式可持续发展

共创——也是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这“三乡人”的“靶
向奔赴”。

左图：回村走亲戚，

开心写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