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总第 8505期!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上海新民社区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社区版

周刊

2024年7月17日~7月23日

本期 8版
第 F-830期

“  月的上海，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在闵行区华漕镇赵家村，有一处草
长莺飞、生机勃勃的“绿色秘境”，置身其中能令人暂时忘却烦忧。它就是
呦呦森林亲子营地，主要为 ～  岁的孩子提供户外游戏和自然教育活
动，让孩子们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

    年，华漕本地人尹文元响应政府“社会造林”的号召，租下这片
   亩的稻田作为苗圃使用，意在为景观工程培育绿植。也因为对树木和
土地的感情，尹文元一直悉心维护着这一片林海。

 年前，尹君兰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将这个拥有近    种植物
和多种昆虫、鸟类、两栖动物的绿植苗圃改造成亲子营地，两代人接力守
望，续写乡村振兴的故事。

“女承父业”的尹君兰称自己为“半个创业”，其中有情怀、有蓝图，还
有略带无奈的甘之如饴。（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傅佩文 谢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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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接力守望

梅雨季过后，碧空如洗，呦呦森林

亲子营地里生机勃勃，随手一拍都是宫

崎骏漫画片的即视感，澄澈又治愈。

时间的指针拨回   多年前，呦呦

森林当时还是一片稻田。赵家村党总支

找到在老华漕做苗圃工作的尹文元，作

为土生土长的华漕人，尹文元再三斟酌

后决定租下这    亩土地，开启了将稻

田打造为林地的漫漫长路。如今这片森

林里的参天大树、绿色植被很多都是在

那个时候种下的。

  多年前，尹文元着手将苗圃改建

成大花园，但因为当时没有符合土地政

策的合适业态用以对外开放，园子就这

么放置着。

“当时其实我不是特别赞成，但父

亲有他的想法，他们那一代企业家普遍

的风格就是胆子大、勇于开拓、敢于冒

风险。”谈及呦呦森林的第一次转型，尹

君兰回忆道。

而呦呦森林的第二次转型，决定权

交到了尹君兰手中，那是     年年中，

父女俩商讨后决定将园子对外进行开

放，商业嗅觉敏锐的她将目光投向了亲

子营地。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兴起，早在

    年，好友找尹君兰合作创办主打

绿色生活方式的杂志时，她就提议从亲

子方向着手。后来两人赴台湾考察，了

解到自然教育和森林教育对当地孩子

成长的重大意义，第二年便一起创立了

“萤火虫亲子自然学堂”，根据时令物

候，带着小朋友参加赏花、识虫、观鸟、

眺星等各种自然活动。

那时自然教育在上海还未兴起，尹

君兰从身边公园到崇明东滩，都考察了

个遍，在这个过程中结识的一批专家、

老师，为她后来打造亲子营地提供了有

力的专业支撑。

大方向确定了，顾虑依然不少。  

多年来父亲对园子已经投入了很多，将

园子对外开放，资金和精力上都存在不

小的挑战。为了将计划落地，她和父亲

调研、走访了许多家打观光牌的乡村振

兴项目，还付费向一家经营得很好的农

场取经。

园子自     年   月开始改造，父

女俩各司其职，尹文元主导工程施工、

园艺设计，尹君兰把控项目运营、商业

模式。    年   月，园子变身为呦呦

森林正式对外开放。

“大管家”亲力亲为

尹君兰是一个务实的“细节控”，把

呦呦森林当成“家”一样来经营。

改造过程中，大到场地规划、水电

对接，小到一条路用什么材料、怎么铺

设，一盏灯的样式、如何摆放，她都要一

一把控。呦呦森林里哪些设施是新做

的、怎么做的，她也如数家珍。

目前，呦呦森林已开发出  多个不

同的区域———能近距离喂食互动的小动

物之家、适合搭建游戏的森林学院、体验

园艺耕作的木樨菜园、设有鸟类互动性

科普装置的精灵小屋……满足孩子们探

索大自然时的不同需求。

为了将呦呦森林打造成与小动物友

好相处的自然生态乐园，尹君兰放弃圈

养天鹅、鸳鸯等观赏性鸟类，并在场地规

划上作出了“让步”。例如在雀影湖放弃

划船、钓鱼等游玩项目，专门设了水鸟歇

脚的桩子，同时种植适合鱼虾生存、鸟类

食用的水草和果树。

“只有生态环境好，

才能更好地开展自然教

育。”尹君兰解释道。

如今，野生戴胜、翠

鸟已成为常客，黑水鸡

甚至胆大到将蛋直接下

在雀影湖的码头上，在

湖面上悠闲地戏水、觅

食后，再时不时飞过去

孵一下。最让尹君兰津

津乐道的，是    年在靠近雀影湖荷花

池的那片竹林里观测到了萤火虫。

场地就位后，尹君兰将自然教育和

森林教育理念贯穿在运营中。第一年的

重心是产品研发，“细节控”和小伙伴们

常常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抠每一个细

节。凡事习惯亲力亲为的她全情投入，

身兼数职，既是工作人员，又是老师，

还是活动策划和客服，样样都做，全年

无休。

目前，呦呦森林已拥有科学完整的

课程体系和专业的老师、助教团队，根

据时令物候举办不同主题的周末开放

日活动、节假日园游会以及春游、冬令

营、毕业季等定制活动。    年共举办

活动场次    场左右，团队成员也从最

初的  人发展到如今的  人。

经营进入正轨后，尹君兰也没闲

着，经常化身“护林员”，一有时间就在

园子里巡护一番，看到没及时清理的垃

圾、因雨水损坏的门，就用手机随手拍

下来发给工作人员，叮嘱要进行处理。

对此，她笑称自己像一个“操碎了心的

老妈子一样”。

“女承父业”自得其乐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在无数人羡慕

尹君兰过着诗与远方的生活时，她一脸无

奈地“抱怨”：“累啊，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随后便一五一十地算起了账：“前

期父亲已经投入巨资，从投资回报率来

看并不划算，因为它是没有产出比的投

入。仅靠经营获得的利润，几乎不可能

收回成本。”

尹君兰坦言自己和父亲在理念上

存在明显差别，园艺出身的父亲重视美

学，总是告诉她先把事做好，不用考虑

前期成本；而她讲究实用，一直将控制

成本挂在嘴边。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女承父业”

还有点无奈和被动。彼时，尹君兰的女

儿才  岁，尹君兰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

孩子，她更愿意经营面积几十平方米的

咖啡馆。

最终选择接手，也正因为呦呦森林

不是纯商业的项目。“有一定的商业诉

求，但更多的是社会价值，人不能只为

自己而活，家人很支持我现在做的这个

事。”尹君兰坦言，父母是家庭责任感极

强的“严父严母”：父亲一家之主的地位

一定是不可动摇的，母亲长得慈眉善

目，同样对她要求严格。“他们从小就告

诉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经

历，也让她记忆犹新：“他们属于比较阳

光、善良的人，家庭氛围很好，我外婆是

妇女干部，助人为乐，非常热心。”

“我认为一个孩子需要足够的爱去支

撑精神世界，这是他应对人生关键时刻尤

其是遇到挫折时的重要养分。我们要尽量

多一点正能量，那样你的孩子也会比较阳

光。”家人的言传身教，成就了如今的尹君

兰，将父亲当作心目中英雄的她，也成了

同辈人中的“大家长”。

仔细观察，尹君兰其实乐在其中。

在初中时就被同学评价为“乐于助人”

的她，喜欢教育，也喜欢与人打交道，服

务意识很强。

即便因为土地性质的关系，呦呦森

林里不能新建任何的建筑物，导致现在

接待人数非常有限，但经过一年半的精

心运营，其发展已步入正轨，业务趋于

稳定，目前经营收入已能养活团队。

口碑相传之后，呦呦森林今年承接的

业务比去年更丰富，已从亲子逐步拓展到

企业团建、学校合作、下午茶、音乐会等各

类活动。脚下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上海是座大都市，我们不自觉地

就和大自然疏离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不

能只在钢筋水泥里长大，他们的业余生

活不应该只有商场和补习班。”尤其在

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尹君兰越发觉得，

没有大自然的陪伴，童年会缺少很多乐

趣，“要多跟大自然接触，在大自然中成

长起来的孩子的内心都会比较阳光”。

对于长远目标，“务实派”尹君兰直

言：“没有想那么远，我的目标是比较商

业的，要盘活这个场地。”她希望能实现

两个“可持续”———商业可持续和生态

可持续。“如果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

可行的范本是最理想的，这肯定需要

政策扶持和政府支持。当然更关键的

还在于产品研发和品质管理，打铁还

需自身硬，如何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自然

教育活动与体验，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

和精进的地方。”"雀影湖岸美景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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