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大脚
“好的乡村美学，是有机生长

出来的，就像‘美丽的大脚’，踏

实、健康、茁壮。”乡伴集团副总裁
郑德福坦言，乡村的美学价值背

后是持续的生命力，以及承载这
种力量背后的社会观念、产业发展

与伦理价值。

郑德福关注到这样的现象：一
些都市设计师将乡村建筑改造停

留在建筑形式本身，初建非常漂
亮，可一年后再去探看，却已“面容

憔悴”，内里更是“疲惫不堪”。房子
使用低效，甚至无人问津，不但没

有给村子带来收益和价值，甚至成
了维护的包袱。“离开运营维护的

收益、缺乏可持续投入的驱动力，
单靠情怀或者输血，村集体和村民

很难维系这份‘精心设计的美’。”
郑德福认为，如果没有持续人

流、缺乏匹配业态，即使投入大额
资金改造成漂亮建筑，也会沦为难

以维护的“盆景”，而乡村真正需要
的是“风景”。“要让村民感知到，美

学价值叠加在合适的业态上，能产
生更高的附加值，他们会更愿意去

主动维系这份美。”
在宝山罗泾镇塘湾村，萱草

花、向日葵争相绽放，村民们将“种
农田”变成“种风景”，它与周边村

落联动发展———塘湾村有母婴康
养“一朵花”，海星村有水产养殖

“一对蟹”，花红村有千亩良田“一

袋米”，新陆村有蔬菜种植“一篮
菜”，洋桥村有农庄休闲“一蒸糕”。

五个村落打破边界，各有特色、互
相补位，为村民带来更多收益。

郑德福认为，要重新审视人

与自然的关系，找到每个村独特

的生态、生活、生产关联逻辑。“用
牛犁田的传统农耕方式已然逐渐

淡去了，但新的生产关系也在崛
起，比如精品农业、乡村文旅、乡

野创业等，正成为新时代乡村的
‘三生逻辑’。”

人才回流
过去几十年来的城乡差异化

发展，让大量人才涌向城市，回流

却很少。“在古代，衣锦还乡、荣归
故里、城乡互动是很正常的现象。

人的回流，带动了资金、知识、包括
审美标准的回乡。虽然古时的城乡

也是两种形态，但美学却并没有因

城乡被割裂。”郑德福分析道，如今
的乡村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单向

流出的状态，失去了良性的社会基

础与互动支持，便只能艰难地靠一

些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比如历史文
物或山水风景来维系它的美。“没

有这两样东西的乡村，似乎就很难
让人看到美的痕迹。”

那么，如何吸引人才与各类要
素回流乡村？或者说，一个什么样

的乡村能够吸引他们回来？郑德福

提出了一个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
设想。

从远期来讲，要为体验乡村生

活的孩童植入乡愁种子。郑德福坦
言：“我们这一代人向往乡村，是

因为有过儿时乡村生活经验，在
外工作时也会想念家乡，因而能

够在附近的乡村找到共情。因此，
带孩子去了解农耕、了解山野、了

解四季变化，早早种下那颗种子十

分重要。”

从中期来讲，要为在乡村工作

的年轻人引入社交氛围。他们希望
在乡村也拥有体面的生活与可持

续的社交，和不同的人交流碰撞。
丰富的社交环境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需要在乡村建一些咖啡馆或
书店，就像过去的村落需要一个戏

台一样，年轻人可以在那里找到交

流的精神空间。”
从近期来讲，要为在乡村奉献

的中老年人给予充足支持。他们大
多是有阅历、有资源、有情怀的乡

贤，是当下乡村发展最需要的中坚
力量，也直面最多困难。“这就需要

有良好的承接平台与制度政策对
接，并能够利用村镇县三级政府的

组织支持和关怀，多多鼓励激发。
不要让他们觉得在乡村做事太难，

四处碰壁，最终心灰意冷。”

政策松绑
从城市搬到乡村，亲手改造农

房是什么体验？在松江区泖港镇，

有一间“美厨玩家”。女主人郭悦与
丈夫卢森一起，两个人、四百天，将

一处旧房亲手打造成自己向往的
模样。与稻田鲜花相伴的屋子既是

郭悦的居所，也是工作室。这里常常

举办以“美厨”为主题的文化公益活
动，更引入了田园艺术展，包括油

画、诗歌、土布、剪纸等。这些艺术项
目实践来自民间，出于郭悦与卢森

对乡村美学的一片赤忱热爱。
今年，郭悦担任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外聘教师，教授
新生《在地体验———乡村艺术实

践》。现在，她正为村里废弃的旧校
舍做项目设计。“希望能把村里闲

置资产盘活，利用我们的专业所
长，把旧校舍改造成为沿袭教育功

能的乡村文化艺术新空间，建成后
会对公众开放。”

像郭悦这样怀着田园梦想从
城市来到乡村的人，不在少数。这

之中，也有人看到了不少困难与瓶
颈。“比如，乡村振兴需要发展第三

产业，但用水用电还是农业标准，
能否让乡村的创客享受优惠？又比

如，民宿的消防证因住宅条件限制
始终难以获取，是否有解决方案？

再比如，农村的产业建设用地能
否保障，为开展文旅项目提供便

利？”金山博物馆馆长余思彦认

为，“我们期待的是乡村美学、乡村
文创、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的改

革攻坚阶段，需要政策松绑。”相信
有了发展空间的土地，定能开出绚

烂的花。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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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 “美厨玩家” 亲手改造两栋农民房开启都市田园慢生活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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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回归乡村
怎样找到未来

用竹叶演奏的哈利波特主题曲，你
听过吗？一年前，一群名校毕业的“95
后”来到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成立“逃
离城市音乐工作室”。他们看到乡村文化
产业的希望，也带着对未知的迷茫，就像
他们第一首作品《逃离城市》中提出的问

题：年轻人为什么来乡村？能被人看得起
吗？这样能坚持下去吗？这里有未来吗？

一年后，这群年轻人得出结论：“我
们在这里过得挺好！”将乡村特有的声音
元素融入音乐创作，他们在竹林里拍摄
的作品收获年轻网友关注。承接乡村音

乐 Party、给村镇写主题曲……他们更
远大的梦想，是要打造品牌乡村音乐节。

一如大地泥土具有的勃勃生气，乡
村之美源于旺盛生命力。面对“空心化”
难题，乡村如何彰显有别于城市的独特
魅力，吸引人气回归，找到活力的载体？

■ 地址：虹梅街道古美小区

■ 开放时间：全天

居民参与 | 种植实践 | 增进互动

■ 交通：轨交 12号线虹梅路站，公交 909路、

171路、927路、700路

千
园之
城 古美小区花园“高颜值”绽放在烟火生活中
    走出家门便是花园，是很多人心

中理想之城的形态。在一个房龄超过
20年的老小区，通过引入专业团队，

对社区花园进行改造升级，引导居民
成为建造者，让社区花园“活”起来。

位于徐汇、闵行交界处的古美小
区占地面积超过 240 亩，住户超过

4000户，最近那里正进行社区花园改

造，记者随设计师刘悦来进行一番探
园：“我们在这里打造了五个社区花

园，每块空间区位条件不同，带来的可
视度和对‘颜值’的要求也不一样。”

刘悦来所在的社会组织擅长为社
区花园做规划，将专业技能转化为居

民能听懂的语言，让居民都有提案能

力，并邀请居民共同组建社区花园专

项小组来做花园样本。
古一居委的迷你花园在小区入口

处，“路过的居民有时看到我们摆弄花
花草草，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要在这

里建小型锁孔花园，锁孔设计很适合
小朋友体型，站在锁孔中央，感觉像被

植物包围，还能观察每株植物的变化，

也方便给它们浇水施肥。”刘悦来说。
古二居委的“食物森林”里正进行

果树搭配种植的实践，“我们通常会选
择具有互动性的植物，比如迷迭香，成

熟后可以采摘回家，撒在披萨上。”
古三居委的中心花园里，有一组

公共晾衣架，居民们晾晒的衣物在风

中拂动，与周围的花草、凉亭相映成

趣。“前期在做规划时，我们了解到老
小区一楼居民阳台采光不好，缺乏晾

晒条件，如果能在阳光充足的区域安
装公共晾衣架，能切实解决他们的难

题。改造时，我们保留公共晾衣架的功
能，在设计绿化时着重考虑到与晾衣

架在视觉上的统一。”

在专业团队指导下，居民们自己培
土、育苗、堆肥……把平常由施工队做

的园林绿化工程化整为零，让其变成有
趣的社区活动。“通过看起来很小的一

件事情，让居民与公共空间建立联系。
小小的社区花园联结了人和自然，也

联结了人与人。” 本报记者 解敏

■ 古美小区里小花园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