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名片

    连民村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南
侧， 村内骨干河道五纵五横交织穿
梭，131 条水体星罗棋布，1538 家
农户依水而居。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
村”， 这里曾经是个经济薄弱村，第
二产业基本转移后， 导致村集体经
济锐减，农业产值占比不高，加之村
内建筑用地减量化， 纯商业性质的
第三产业难以为继。 如何将优质的
自然资源转化为重振乡村经济的增
长点？ 近几年，在创建乡村振兴示范
村的过程中， 连民村始终坚持土地
权属不变、乡村肌理不变、田园风光
不变， 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
禀赋，向发展休闲旅游型乡村转变，

以特色民宿产业为载体，以“水乡花
村，宿游连民”为主题，打造出颜值
与实力兼具的“宿游村”。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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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离“沪”：水乡花村任你游
川沙镇连民村三产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 宿於民宿

荨 玫瑰花园 本版图片 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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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康村

破土
初秋，漫步在连民村的乡间小

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

香。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大朵大朵
的云块，有鸟成群飞过，像踩在柔软

的棉花糖上。到了傍晚，太阳也渐渐
敛起白日的锋芒，晒在皮肤上留下

一层绒绒的触感，倒映在湖中，一抹

暖橘色摇摇晃晃，泛出了点点星光。

符金龙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
看着装修工人们爬上爬下地忙碌。他

把家中另一栋空置的房屋租出去，准
备做民宿。改造进入了收尾阶段，两

层高的小楼房被粉刷得焕然一新，白
墙黛瓦，让人仿若置身江南别院。符

金龙的妻子刚从地里回来，顺手摘了

一筐青橘，招呼大家坐下歇息。夫妻
俩热情质朴，浑身充满了干劲。

四年前，也是初秋，符金龙带头
签下了连民村第一份民宿房屋租赁

合同。那时，他身后还站着同生产组
的六户人家。“民宿能赚钱吗？”“房

子租给别人靠不靠谱？”“我们这种
小乡村，城里人愿意来玩吗？”带着

各种疑问，大家纷纷持观望态度。毕
竟对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商业意

识尚不浓厚的连民村来说，民宿实
在是个新鲜事。

但在连民村党总支书记姚翠萍
看来，做民宿是传统乡村转型发展

休闲农业的一条出路。“休闲农业注
重体验参与，餐饮配套服务要跟上，

但农业用地不可做经营，村内建筑
用地减量化，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只

能在国土资源管理的红线下，向民
宅借空间。”

于是，连民村成为首块“试验
田”。这里距离川沙镇的三个“黄金

资源点”（迪士尼度假区、张江科学

城、浦东国际机场）较远，产业发展
上难以借力，发展民宿或成为绿色

乡村产业振兴的一条创新路。

发芽
但民宿怎么办？谁也没有经验，

只能一步步摸索着向前走。“当时我

们达成的共识是，以民宿作为切入
点，带动连民村的产业振兴。”姚翠

萍说。
用民宿盘活资源，重振村集体

经济。在这一理念下，“宿予”品牌民

宿应运而生。川沙镇政府入股
10%，基金公司占股 10%，国有企业

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民营企
业上海富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各持

股 40%，最终成立了上海明珠富想
川沙（上海）民宿文化有限公司，作

为民宿经营主体。连民村集体则以
村自然资源入干股，享受其他股东

5%利润返还及川沙镇政府的股权
利润返还。

有了镇政府入股作背书，村民
们渐渐打消疑虑；国企的规范性、稳

定性在前期也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而民企的活力、魄力和创新则是项

目落地的有力推进器。2017 年 6

?，连民村宿予品牌民宿取得了上
海市民宿特种行业 001号许可证。

2018年开始，一栋栋由乡村民宅改
造的民宿出现在连民村五灶港周

围。首批营业的民宿分为烘焙、陶
艺、彩绘等不同主题，外立面与内设

依主题各异。楼上住宿，底层的开阔

空间被打造成供游客学习体验手工
烘烤披萨、制作陶器、绘画等的活动

场地。

“宿予民宿要做盘活连民村资
源的平台，包括水域风景、特色农

业、闲置民宅、废弃建筑、村民劳动
力等。同时向川沙的龙头企业借力，

共同打造一条乡村转型振兴之路。”
宿予品牌民宿创始人王冠伦表示，

在定位上，宿予希望借力上海大都

市的优势。“城市市民消费能力强，
又渴望亲近自然，感受乡村田园生

活。要把这一群体吸引到乡村来，就
得兼顾文化内涵与服务品质。”

于是，宿予采用了“一栋一品一

主人”的模式，即一栋民宅一个主
题，提供主题手作体验，同时有专门

的“主人”全程服务。例如在烘焙主题
民宿中，游客可以在一楼学习披萨烘

焙、咖啡拉花，为自己做一顿晚餐；而
在陶艺、稻香等主题民宿中，会有专

业的师傅教学制作陶器、草编。

开花
尽管连民村不在上海迪士尼乐

园辐射范围内，但这里地域宽广、景

色秀美、水域丰富，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游玩。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民宿

房间便订满售罄，生意十分火爆。

“现在，从迪士尼过来的游客只占

10%。大多数还是慕名而来，想在周
末带一家人来放松。”王冠伦告诉记

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往
田园生活。距离市区不远的连民村便

成为热门的度假选择，在这里，足不
离“沪”，便可以感受诗意与野趣。

为了丰富居住体验，宿予民宿

还给游客提供了水陆景观、果蔬采
摘、传统手工制作等活动。其中，采

摘蔬菜备受欢迎。“夏天，游客看到
地里的西瓜长势喜人，随手摘了一

个就买走。很多人吃了连民特产的

有机大米，回去还念念不忘，打电话
向我们预定。现在，村里的农产品根
本不愁销路，基本上民宿的住客就

可以消化完。”与传统市场渠道相
比，采摘的销售收入高出不少，山臻

果蔬总经理李小高尝到了“民宿经
济”带来的甜头。她经营着 120亩

地，还计划培育新品桔子，再扩大
160亩。

如今，连民村内已有十余个果
蔬农业基地应需开设起采摘田，四

季供不应求。符金龙向记者算了一
笔账：闲置住宅出租给民宿的租金

5.5万元/年、他和老伴在附近果树

种植合作社打工的工资 8.4万元/年，
再加上土地流转费和政府补贴，不

算退休工资，折合每年也有十六七

万的收入。这对之前普遍只能依靠

土地流转费和政府补贴的农户来
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据统计，几年来,民宿为村民累
计带来房租收入 1120余万元，年均

就业收入 350万元，农产品销售和
采摘体验收入近 400万元。村民人

均收入从 2015年的 2.03万元上升

到现如今的 3.27万元。

结果
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大家纷

纷转变了态度。储军祥出生在连民、

创业在连民，自 2007年起开办上海
邮佳果蔬专业合作社。这些年钱没

少赚，生意基本不愁，但他把眼光放
得更长远。

要引进什么样的企业？发展什

么样的产业？川沙镇政府分管领导
想得很清楚，“我们不是来者不拒，

为了保证寸土寸金可以发挥最大价
值，必须根据整个村子的产业发展

规划来慎重选择农场主。连民村未
来要发展的产业必须符合休闲农业

的定位，增色、增产、增收；引进的企
业应当贴合‘水乡花村，宿游连民’

的定位，‘秀外且惠中’。所以近两
年，村里开始吸引闽龙、百欧欢等龙

头企业进驻，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模式。”

正是看清了这一趋势，储军祥

感受到“将被淘汰的危机感”，开始
主动寻求转型。一个晴朗的午后，他

找到镇、村领导，向她们取经，询问
“未来尝试种植马鞭草”是否可行。

三人坐在“玫瑰书屋”里，相谈甚久。
书屋是连民村的网红打卡地，坐落

在一片花海中。栽培于此的玫瑰花

种花期长，可观赏可食用，还可以培
养土壤。这里原本是片废弃的鱼塘

和仓库，如今“旧貌换新颜”，成为上
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在连民村的一

个百亩玫瑰花田。闽龙公司将仓库
改造为玫瑰花手作体验地，游客可

以学习制作玫瑰花精油、点心、茶
品、文创产品等。

闽龙是上海援疆企业，把新疆
玫瑰种植基地和本土玫瑰精油生

产、加工、展示、体验相结合，在连民
村铺设出一条“幸福产业链”。从玫

瑰花的种植，到精油生产、加工、销
售，再到婚纱摄影基地入驻拍摄花

海，企业带来了三产融合，从而激活
了乡村有机体的“造血功能”。

产业兴了、人气旺了、村民富
了，姚翠萍十分感慨。她表示，未来

将继续探索在农业的本质上做二三
产业的加法，通过休闲农业、手工初

加工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这
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