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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过程中， 不止听一个

人说起这样一句话。 “杨教授到
村里，连村里的狗都不叫。 ”似

乎不怎么好听的一句话， 却是
村里人对杨贵庆教授最朴素的

认可，一般只有自家人来，狗才
不会叫，不是吗？

看到过杨贵庆教授很多的

工作照，照片里的他风尘仆仆，

最常有的形象就是戴着草帽、

背着布袋、拿根竹杖，尤其是那
个布袋， 像极了平日出门买个

小菜的必备装束。 8年多来，古
村落留在胶片里的影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只有杨贵庆

还是当初的样子，只是发间多了些花白。

采访过程中，认识了一群“干劲十足”

的人。屿头乡的陈康、宁溪镇的胡鸥、南城
街道的陈虹……那些奔走在黄岩乡村振

兴一线的基层干部们，他们大多曾跟随着
杨贵庆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了适合自己

的发展道路。 他们更像是杨贵庆的“编外

弟子”，带着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在广袤
的乡村大地上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还有在黄岩专心种橘子的陶开泉，冲

着“黄岩蜜橘”四个招牌，几年来投身黄岩

蜜橘振兴事业，科学种植，埋头培育新的
品种。看着“身家千万”的他满鞋底泥从橘
园出来，乐呵呵地说，再过两年这片土地
就会给他回报的时候，记者脑海竟闪过一

段熟悉的旋律———在希望的田野上。

务实， 是贴在这群人身上的标签。

因为他们，看得见的未来正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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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
    从上海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350多公里，动车 3个多小时。这 350

多公里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已经走
了 8年多。

作为黄岩美丽乡村“首席规划
师”，8年多来，杨贵庆两周一趟往来

于上海和黄岩之间，几乎走遍了黄岩

的每一个角落，风雨无阻，寻找适合
黄岩的乡村振兴之路。

村里人说起“杨教授”，都非常熟
悉他工作的“三件套”：一顶草帽、一

个布袋、一根竹杖，时间长了，他便成
了大家口中的“布袋教授”。

“杨教授的布袋就像是机器猫的
口袋，藏着乡村发展的魔法。”穿梭在

乌岩头民国气息十足的古村落间，宁

溪镇党委书记胡鸥有些感慨：“这次
因为疫情，杨教授破天荒地 3个多月

没来了，我们都很想他。”
“我也很想大家。”回想起 8年前

被学院老院长陈秉钊教授推荐初到黄
岩时的情景，杨贵庆用了“巨变前夕”

四个字。如果不是当时的新农村建设，

这些古村落说不定已经“消失了”。“新
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拆旧建新，不

是‘涂脂抹粉’，乡村的美丽是由内而
外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化什么样

的妆’。”找到每个村子自己的文化底
蕴，“文化定桩”是杨贵庆在给村子做

整体规划时最先的切入点。
更为重要的，是陪伴。“我们不是

合同式的规划，而是陪伴式的，这样
规划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古村落

修旧如故、老街的水泥地变成青石板、
古戏台修葺要恰如其分⋯⋯在陪伴的

过程中，杨贵庆和一些村民及施工队

“斗智斗勇”———“雨水是财水，肥水不
流外人田（铺地少用水泥注重生态）”

“古村落房屋的风貌是同花顺（色彩协
调很重要）”“伴娘不能太抢镜（建房要

尊重山水环境）”⋯⋯他总是能在自
己专业理论体系里找到深入浅出的

比喻，用来说服当地的村民。

沙滩村、乌岩头村就像杨贵庆的

两个孩子，在他的“陪伴”下，慢慢成
长起来。用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的话

来说，如今的沙滩村，“村民们都服杨
教授，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而杨贵

庆却说：“一个村 7岁，一个村 5岁，
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会自己走、自己

跑了，我就可以放手了。”

屿头乡沙滩村入口处，古樟树撑
起一方天地，一排可供村民和往来人

群休憩的连廊，正对着复建的古戏
台，如果哪天台上有戏开唱，这里就

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而这一幕，在
杨贵庆画出规划图的那一刻，就已经

在他的脑海里一遍一遍上演。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导演。”杨贵
庆对于古村落修复的规划是“场景式”

的，“我们不是要规定这个空间做什
么，而是要给它提供可以发生什么的

机会，这样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惊喜。”
沙滩老街保留了石板路，杨贵庆

手里的竹杖划到哪儿，村里的河流
就往哪儿引流，就连河里的水位多

高，也是按照他的要求落实的。“做
这些规划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这

样的场景，城市里来的小孩光着脚
丫在石板路上自由奔跑，在路边的溪

里嬉戏⋯⋯”事实上，在杨贵庆脑海
里发生的这一切，如今已经真实地发

生在沙滩老街上。

都说走过沙滩老街，犹如穿越了

千年的历史，可以一路感受岁月的变
迁。老街的端头，是藏在老房子里的

新酒店，酒店对面一个小三角的空间
里，杨贵庆也给它留下了一种可能性。

“原本那里是一个小小的柴火杂
物房，我们把它设计转变成一个酒

吧，对于老街对面乡村酒店住下来的

游客来说，这里会给他们的夜生活提
供一个新的选项。”杨贵庆师生团队

在黄岩的实践，被总结了 10条乡村
振兴工作法，杨贵庆说，这些只是“打

拳的套路”，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精
准应对，要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

相对于建筑修复等肉眼可见的“有”，
“导演”们给空间留下的“无”，才是成

就各个乡村特色发展的无限。

在黄岩，说起杨贵庆，听到的都
是感谢。

“其实合作是双方面的，是双赢
的，这何尝不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同济

实践呢？”在这一场长达 8年多的实
践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系的教学实践基地在黄岩

西部山区落地生根，一批又一批学生
跟着杨贵庆走进乡村，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把教学研究和服务社
会结合起来，在中国乡村历史性变革

的实验场上迈开脚步。
“这么多年，十几个研究生毕业，

很多已经是主创设计师。他们正带着

乡村振兴的理念活跃在全国各地。”这
样“扎根”的实践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在乡村振兴学院的培训学习过程中，
不少省市看到黄岩实践的成果，向杨

贵庆发出了邀请，请他参与当地乡村
的发展规划，一些被杨贵庆婉拒了。

“对于陪伴式的规划来说，时间

成本非常重要。如果太远，成本就太
高。”虽然这么说，但杨贵庆也给出了

他的建议：“可以跟邻近的高校结对
子，进行在地化指导，更为高效。”同

时，对于上海的高校来说，要积极服
务国家战略，让更多的 A+学科、优势

资源在广袤的土地上“扎根”，“智力
辐射长三角”，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智库”和推动力。
未来的中国乡村会是什么样子？

“乡村会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一部分，
并且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生

活在城市或者乡村，将不再是贫富的
选择，而是价值观的选择，是文化类

型的选择。当然，乡村发展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要耐得住性子，总有一天

你会看到，乡村是有希望的，是让人
向往的。”杨贵庆说，乡村振兴的星星

之火，正在燎原，一场乡村振兴的大
戏，已缓缓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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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设计、连接永宁江
两岸橘园的大桥，外形像一片橘子叶

■ 阿玲馒头是当地网红馒头

■ 古法熬制黄岩烤糖是非遗传承

■宁溪糟烧保留了台州古法酿酒技术

■ 乌岩头村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一角

■ 乡村振兴学院北校区：沙滩村

文化定桩

    在距离上海 350多公里的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有一所和同济大学联名的“学院”———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201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应邀
参与黄岩西部古村落的修复，从此开启了长达 8年多的融合发展之旅。

修复的古村落，如何聚集人气从而撬动产业的发展？如何在最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下，寻求
乡村振兴发展之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高校的优势资源如何落地助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学
院用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文 本报记者 李铭珅 图

美丽乡村的规划需要
    “天涯呀海角，觅呀

觅知音⋯⋯”老式黑胶唱机的大喇叭

里，悠悠地飘出极具上海风情的旋律，
在大山里回响，三三两两的游客穿梭

其间。“这里是由 100多栋民国时期的
老旧民居修复的，如果不是杨教授团

队抢修及时，很多房子应该已经坍塌，
不复存在了。”沿着卵石小路往山里

走，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鸥一边忙着协

调村里停车场扩容的事，一边介绍。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乌岩

头村，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南校区
所在地，石墙黑瓦的古村落保留了百年

前的风味，紧凑的布局里，会议、餐饮、
住宿、休闲功能齐全。去年，全国各地到

这里培训的人络绎不绝，这个山里的小
村落借着往来的人气“复活”了。

胡鸥口中的杨教授，说的是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主任杨贵庆，一段由古村落开启的缘
分，多年来在这里生了根。如今，这棵

以“乡村振兴”为名的大树，串起黄岩

各项资源，在全域开花，结出了同济和
黄岩融合发展的果实。

让古村落“复活”的乡村振兴样本

“以前在家里做馒头，后来搬到老
街上。这里人气旺，生意比以前好多

了。”午后的阳光散落在沙滩老街的石
板路上，结束一天忙碌的阿玲一家闲聚

着喝茶聊天。阿玲家的馒头松软有嚼
劲，多时一天能卖出上万个。除了老面

发酵的手艺外，水好也是“秘方”之一。

屿头乡沙滩村位于黄岩西部长潭
水库上游，作为 300万居民、100多万

亩农田和数万家企业用水的水源地，
长潭水库素有“台州大水缸”之称，地

表水环境质量Ⅰ类标准的水质。
和乌岩头村一样，为了保护水源

地，沙滩村的发展受到各类生态指标
的严格限制。“怎么在最严格的生态保

护要求下，寻求乡村振兴发展之路，乡
村振兴学院是我们的探索。”沙滩村如

今已是国家 4A级景区，站在游客中心
的沙盘前，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说起

了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和同济
大学之间的“缘分”。

“这里是杨教授在黄岩最早的‘落
脚点’。”2012年，杨贵庆团队受邀帮

助黄岩规划美丽乡村建设，“改造”的
第一个“样本”便是沙滩村。

美丽乡村建设绝不是简单的推倒

重建，古村落、古建筑承载的乡愁是农
耕文明重要的宝藏。在杨贵庆的指导

下，兽医站变成游客中心和文化礼堂，
卫生站变成同济大学美丽乡村实践基

地，乡公所和旧粮仓变成民宿⋯⋯修
旧如旧的古建筑，在被注入新的功能

后“复活”了。

“古村落修复了，如果没有人气，
过几年还是会废弃。怎么办？”经过与

同济大学的共同谋划和布局，2018年
2月 6日，作为国内首家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济·

黄岩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揭牌，沙滩村

和乌岩头村分别为北校区和南校区。
借助同济大学的师资力量，开设《乡村

适用技术》《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文化
传承》等专题教学课程，外加不同主题

的现场教学点，吸引了全国各省市的
培训人员源源而来。据统计，乡村学院

自成立以来，共承接培训班和考察团
477批次，接待人员 12784人。

而这，仅仅是乡村振兴学院的 1.0

版本。为了实现西部库区几个村落的

联动发展，一条连接南北校区的“演太
线”7公里步道，已经全线贯通。

“这条路，是在杨教授的带领下走
出来的，那天刚下过雨，杨教授一行几

个人翻山越岭，从沙滩村走到乌岩头
村，用了 8个多小时。”如今，路通了，

沿线几个村落的规划也已成型。配套
设施的建设、不同产业的布局，不久的

将来，联动发展的古村落，将带动黄岩

西部库区整体“复活”。

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对于黄岩来说，乡村振兴学院存
在的价值，在于它搭起的平台所集聚

的人气。而人气，给黄岩传统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宁溪糟烧是台州特有的古法酿酒
技术，以黄酒糟为原料，经过粉碎、发

酵、蒸馏所得，整个过程保留了当地最

古老的手工酿造工艺，是台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素有“台州茅台”的美誉。

“我们酿酒用的水，都是这口井里
的，说来也怪，离开这里一样的工艺，酒

的味道就会不一样。”在有着 50多年历
史的金山陵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怀

军的故事从一口水井开始。厂区几个酒
窖里，封藏着每年最佳季节酿的最好品

质的糟烧，时间最长的已有 20年。“你

看，酒坛外面厚厚的一层有益菌，看着
黑黑的，手按上去一点都不脏。”

陈怀军坦言，虽然叫“台州茅台”，
但宁溪糟烧的名气基本仅限于台州本

地。而因为种种原因，酒的销量一度受
到极大影响，金山陵酒业也曾陷入发

展困局。“作为乡村振兴学院的现场教

学点之一，一批又一批学员来到这里，
感受糟烧工艺的同时，也直接带动了

产品的销售。很多人尝了我们的酒，通
过网络联系我们购买。去年销售增加

了三成，市场真的太大了！”对于这个
藏在山区里的酒厂来说，乡村振兴学

院为它打开的，是整个国内市场。
位于头陀镇的双楠红糖专业合作

社，是古法熬制黄岩烤糖的非遗传承
基地，也是乡村振兴学院现场教学点

之一。合作社负责人蔡锡华是烤糖非
遗传承人：“头陀种甘蔗始于宋朝，古

法制糖的手艺是祖辈传下来的。很多
学员过来参观我们制糖的流程，都觉

得很不可思议，进去的是甘蔗，出来的
就是红糖。现场尝了我们的烤糖后纷

纷购买，有一次，一个班的学员直接把
我们的库存买完了。”

据介绍，头陀镇共有甘蔗 4000多
亩，也有不少村民自己制糖小范围售

卖。“我们自己也种甘蔗，但量不大，大
部分还是从蔗农那里收购，符合标准

的甘蔗送过来制成红糖后，我们直接
收购红糖。因为品质有保证，我们的收

购价格甚至比蔗农自己零售的还高。”

蔡锡华说，这样的运作模式，实打实地
提高了蔗农的收入。“我们基本上都是

回头客的生意，去年一年增收不止
30%，线上销售也让我们受疫情影响比

较小。今年打算扩大生产规模，新的产
品也马上要上市了。对了，我们很多客

户是上海的呢。”
经由一个企业、一个合作社盘活

的是整条产业链的资源，受惠的，则是
当地和产业相关的无数百姓。

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岩模式”

从文化到旅游再到产业，如果说，
乡村振兴学院是一个支点，那么它撬起

的，是黄岩全域的资源，带动的是黄岩
在乡村振兴发展之路上的全新探索。

在黄岩兜兜转转，你会发现，因美
丽乡村建设和黄岩结缘的杨贵庆团

队，已然和黄岩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

融为一体。
说黄岩，必然要说黄岩蜜橘。

中华橘园是黄岩的一张“金字招
牌”。四月末五月初，正是橘花飘香的季

节，蜿蜒的永宁江畔暗香浮动，万亩橘
园打造的中华橘园小镇已初具规模。

“我们村 1600 多人，三分之一的

村民在种橘子。”凤洋村党支部书记彭
华明，稍有闲暇就会在橘园里巡查。作

为黄岩蜜橘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凤洋
村所在的澄江街道，近年来开始大规

模栽种橘树。按规划，未来黄岩蜜橘的
种植面积将达 7万亩。

和澄江街道隔江相望的，是头陀镇
辖区内的黄岩蜜橘精品园。“你看那座

桥，像一片橘子树叶，把永宁江两岸的橘
园连在一起。这座桥就是杨教授设计的。

等到橘子红了，永宁江两岸火红一片，非
常壮观。”澄江街道主任金建国说。

黄岩蜜橘还有个“基地”在南城街
道，被冠以“贡橘园”的田园经济综合体，

整体的规划方案是杨贵庆手绘的，每一
个功能区如何定位，未来发展蓝图，图纸

上一目了然。“这条鹅卵石路上的石板，
是杨教授特别设计的，主要考虑穿高跟

鞋的女性行走方便。”南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陈虹站在橘园里说着，“以前由这里

走水路，可以直达黄浦江，多年来，因
为杨教授，因为同济大学，黄岩人对上

海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从古村落的修复，到乡村振兴学

院，再到黄岩未来的建设规划，这么多

年来，同济元素已经和黄岩的发展融为
一体。”黄岩区委书记陈建勋说，继 2.0

版之后，乡村振兴学院的 3.0版，将更注
重城乡融合，“在黄岩的整体规划发展

和布局上，我们将进一步深挖同济的优
势资源，深化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在‘七

山二水一分田’的黄岩，走出一条生态
和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这种融合发展的维度将进一

步拓展。“上海许多区和黄岩有地缘相
亲的元素，比如头陀镇的茭白远近闻

名，青浦练塘的茭白也是声名在外，我
们希望通过类似载体的对接，寻找和长

三角各省市融合发展的途径，探索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黄岩模式’。”在陈建

勋的描绘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造

林计划”已经启动，待一棵棵融合发展
的树苗如乡村振兴学院般开花结果，

这片树林将迸发出强大的生机。

乡村振兴学院 一棵开花的树
———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黄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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