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海外版 2024年5月12日
编辑：万毅 美编：彭晓光镇区

左步村深挖历史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一批“90后”“00后”创业，催生乡村新业态

文旅流量变现成创业“留量”
穿过百年碉楼和古旧街巷，寻一处巷口村咖，享受美好慢时光。拥

有600多年历史的左步村，是珠三角地区有名的历史文化名村，也是广

东省文明村。这里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祖居地，也是著名影星阮玲玉、

漫画家方成、革命家欧初的家乡。近年来，左步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随着乡村旅游的日渐火爆，左步也

吸引了一批“90后”“00后”创业，乡村新业态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本报记者 陈雪琴 易承乐

■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增强创业底气
“我们历史人文底蕴深厚，自带乡村

‘流量’，吸引了不少青年在此创业，也为
乡村发展储备了人才。”左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林庆标介绍，随着乡村游
日渐火爆，一批“90后”“00后”在此扎根
创业，慕名到左步创办左咖啡的“90后”
韶关人谭子森、创办大树咖啡店的“00
后”罗嘉豪等等，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上闪闪发光。

越来越多的游客，连绵不绝的稻田，
完善的基础设施，舒适的人居环境，让谭
子森看中了左步村未来的发展前景，于是

在左步村开了一家左咖啡。咖啡店由左步
村一家旧房改造而来，里面装修古色古
香，在保留左步村屋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了
民国南洋风，墙壁上张贴着孙中山、阮玲
玉等历史名人的老照片。此外，店内还有
民国发票、纸币、窗花、床栏、旧彩电等老
物件，也都是谭子森精心收集而来。

2023年中秋，左咖啡正式开门营业，
由于产品出品好，经过朋友们的口口相
传，前来探店的人也越来越多，节假日人
流更是翻倍。“今年年后天气好，生意不
错，最多的时候一天营业额能上千元。”谭
子森说，左步村的历史人文底蕴自带流

量，有稻田、青山、小溪、旧宅，是追求诗和
远方的好去处，也是他创业的底气所在。
深中通道即将开通，谭子森对左步村的文
旅前景信心满满，“以后深圳人来左步村
旅游更方便了，平时在城市工作，周末来
乡村休闲玩乐，一定能掀起一股热潮。”

香樟树舒展着优雅的姿态，许愿的红
纸在枝叶间飞舞，这是左步村另一处网红
IP——大树咖啡。几年前，20岁的罗嘉豪
开起了村内第一家咖啡馆，每逢节假日或
周末，一天就能卖出100多杯饮品。左步村
党支部宣传委员孙玮翔介绍，为了支持青
年返乡创业，他们不仅没有收取罗嘉豪的
房租，还为其申请了大学生创业基金。此
外，村民还将自家的自行车、缝纫机、樟木
箱等老物件拿出来，增添了大树咖啡店的
复古怀旧氛围。

■打造独具左步特色的文旅路线
大树咖啡、餐饮、民宿以及正在修建

的画廊……各类新业态正在左步村不断
涌现，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极大地带动了左
步村整体文旅产业的发展。2023年，左步
村已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林庆标表

示，“他们不仅带动了村里发展，还自觉做
好‘门前三包’等工作，在家门口打造了各
种小花园，增加了村庄颜值。此外，邻里之
间互相帮衬，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真正
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临近左步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间白色
小房子正在装修，上面写上了“白首不分
离”等代表婚姻爱情的句子。这是左步村
今年拟打造的婚庆堂，计划结合左步村稻
田自然风光和阮玲玉独特人文资源，开展
婚纱摄影，为村里引入新的人文业态。此
外，左步村还计划进一步活化旧祠堂，结
合阮玲玉系列的电影默片，打造特色旅游

“打卡”点，也将串联孙氏大祠堂、欧初故
居、欧氏宗祠等，推出一条独具左步特色
的历史文化旅游路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左步村也深入开
展“美丽村庄”系列活动，对“路网边、水岸
边、街巷边”等区域进行“洁化、绿化、美
化、文化”；增设 3D墙绘长廊，将农耕文化
等农村生活场景搬上了墙面；升级改造左
步村村内基础设施，实现村内道路100%硬
底化改造等一系列举措，为农文旅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村干部兼职总经理，“强村公司”新风劲吹
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制

度创新，“强村公司”的风潮正在乡村大地
劲吹。各地、各村因地制宜，不断激发乡村
资源要素活力，以公司化经营、市场化运
作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构建多方共赢
格局。

林红玉是安堂社区党委书记助理，
2021年大涌镇安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后，她又兼任该公司总经理。林红玉告
诉记者，安堂社区闲置物业较多，外来人
口的占比也大，这给社区管理带来一定压
力。“我们成立物管公司（其概念与职责相
当于‘强村公司’）的初衷，就是希望更加
有效地盘活资源，通过收储整合等方式，
充分挖掘闲置资产潜力，促进村集体经济
增收。”林红玉说。

成立近三年，安堂物管公司在闲置房
屋流转方面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据了解，
安堂社区以物管公司为主体，集中收储了
十余栋低效利用房产，并按照社区整体规

划布局，进行选择性出租。但由于各种条
件限制，物管公司的短板亦明显存在。比
如，公司人员构成单一，皆由村干部兼任。
一方面，他们长期忙于社区事务性工作，
在市场调查、业态导入、专业运营等方面
并没有太多经验；另一方面，物管公司在
直接参与经济行为时，也缺少专业人员对
风险的把控，容易造成隐患。

2023年 12月 22日，中山首个村级乡
村振兴招商大会在安堂举行。会上，珠海
市有计城乡发展有限公司与安堂社区现
场签约，成为安堂“百千万工程”的总体顾
问，为其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聚力赋能。

■来自专业顾问团的“陪伴式”振兴
“90后”张志彬是安堂社区顾问团队

负责人。几年前，他曾在机缘之下系统梳
理过安堂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当地提
供历史文化保护服务。如今，他又带着年
轻的精锐团队回到安堂，为古村焕新源源

不断提供新视角和新思维。
张志彬表示，自己和团队研磨或参与

过大量乡村创新发展案例，纵观他山之
石，最重要是解决好“地、钱、人”的问题，
激发出乡村内驱活力，把美丽资源转化为
美丽经济。在他看来，安堂历史底蕴深厚，
建筑风貌保存完整，现存 16座祠堂、1300
米旧石板街，不仅是隆都文化瑰宝，更是
中山古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高效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就要充分
发挥市场“智囊”的作用。安堂社区党委第
一书记张子龙表示，大半年来顾问团队确
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到一份合约的把
关、一个创意的碰撞，大到用运营前置、规
划引领的发展思维，全盘布局安堂“文旅
棋”，顾问团队全程“陪伴”安堂发展。

在各方努力下，安堂以社区党委为核
心，以安堂物管公司和顾问团队为“两
翼”，坚持“政策+市场”双轮驱动，共同导
入安堂“三街七巷”文旅融合等一批高质
量业态，打造“农旅融合+高端制造+古村

文旅”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郑宁教授的陶瓷项目，正是在此轮发

展中被大力引进的。郑宁教授告诉记者，
他首先被安堂这批年轻人的热情和智慧
所打动，继而感受到这座古村落的文化魅
力。他们认为，祠堂文化是安堂社区文旅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保护好这些古建
筑，单纯打扫和修复是远远不够的，要让
新的文化内容、新的生活方式进入其中，
这样才能真正焕发它们新的生命。

郑宁教授表示，他将借助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的专业优势和学术支持，结合自己
在陶瓷、茶道等艺术领域的知识和资源，
帮助安堂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注入
新的元素。“安堂村过去没有陶瓷产业，希
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至少可以让安堂陶瓷
享誉广东。”郑宁教授说。

据了解，在这一重点文化项目的加持
下，安堂美术馆、书画馆、茶道馆、陶艺基
地等都在快马加鞭建设中。古村文旅的市
场化运营，让安堂迎来更多机会。

村干部兼职“强村公司”总经理，专业顾问团全程“陪伴”力促乡村振兴

安堂插上“双翼”文旅乘风起飞
“五一”前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陶瓷艺术

设计系原主任郑宁再次来到大涌镇安堂社区。踱步在

一座座祠堂间，这位来自异乡的艺术家心中多出几分

亲切感。4月30日，他与安堂社区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把陶瓷艺术创作和茶道文化等带进安堂，并作为产业

培育壮大。

郑宁教授及其团队的到来，与安堂社区的创新管

理有直接关系。在乡村发展振兴过程中，安堂社区不仅

一马当先成立了强村公司，还大胆聘请专业顾问团队，

全面梳理现有资源，展开项目规划及招商工作，形成了

“强村公司+专业顾问”的“双翼”模式，对古村文化打造

起到关键性作用。

本报记者 谭桂华

▲

2023 年 12 月 22 日，安堂社区乡村振兴招商大会在
安堂文武馆广场举行。（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