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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农民往城里跑。如今，城里人开始向往乡村，不少原籍

在乡村的年轻人开始回归，也有不少人体验着“城五乡二”的生活。

曾经因土味被“嫌弃”的乡村，在田园牧歌的升级需求下，因为一批

批“主理人”的进入，悄然提升了乡村的艺术水准，焕发出别样活力。

美丽乡村独有的“慢生活”
氛围，有着吸引城里人到来的
独特魔力。在店里看看新款时
装，在装饰简约而又时髦的小
别墅里喝喝茶或咖啡，试试搭
配新方案，每位顾客平均“流
连”2小时的消费习惯在当下
的服装类实体店中实属难得。
位于安镇街道谈村翻建房内的

“境逅”是一家开在乡村小院里
的网红买手店，主理人朱启婷

“升级”服装店的做法正是将传
统的服装店融入更多的“生
活+美学”元素。

20年前，朱启婷就开始在
安镇街上的闹市区开设自己的
鞋店，进货眼光好加上自身出

色的搭配示范，积累了500多
名老客户。“我到哪里，我的客
人就跟到哪里。”“境逅”2021年
10月全新开张，不少已经搬到
滨湖区、经开区的老客人以及
江阴、常熟的粉丝们都来捧场。

很多新客人来自抖音、小红
书等自媒体的直播或视频“引
流”，“开在小院里的时尚买手
店”在视频号上一出现，除了“主
理人”百变的服装搭配案例，雅
致的白墙黛瓦新房以及春丰河
沿岸的自然风景，都是评论区点
赞的主题。殊不知，朱启婷成功
的背后是长久努力：定期前往深
圳、上海等大城市学习色彩、搭
配方案、摄影、产品陈列等。

从上高中开始离开老家，到去年回
归乡村创业，中间隔了20年。如今，享

受着五代同堂的幸福和美家庭生
活，日日陪伴乡村的蓝天白
云。1987年出生的赵珣去
年3月完成了自家老房的兜
底翻建，且将自家独门独户
的农家小院打造成锡山区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
咖啡店，“道咖啡”一炮而
火，成了丽安村乡村振

兴的“年轻力”代表。
2021年以来，羊尖镇丽安

村进行了一轮大范围的农村人居环境
和村道整治，尤其是水墩上自然村一
带，水系蜿蜒、绿树成荫，清新脱俗的田
园之美展现新时代新农村的精彩蝶
变。随着环境整治深入的，还有丽安村
党总支书记、主任巫伟向年轻村民发出
的新动员：鼓励村民结合自身特点和兴
趣，在家里开办茶室、咖啡馆、民宿、农家
乐，引进都市音乐演出团队，“嵌入式”发
展，把乡村活化，不断制造符合乡村味
道的新看点，增加村民收入，实现“一宅
多用、一户一品”的乡村美学实践。

去年10月，赵珣和村里商量，要
不利用自家开阔的院子场地开个咖啡
馆吧！“那时正是稻花香飘时节，严家
桥村的乡村文旅大热，每天好多大巴
车私家车路过，如果这些游客能在打
卡田园的时候停下来喝杯咖啡或喝个
茶，深度感受下乡村氛围，该多好呀！”
一开始，家里很不支持，“你又不会做
咖啡，乡村人也不爱喝咖啡！”

赵珣说：“我想让原住村民也感受
到城市的流行，让离开村子的游客带走
对这个村子的温暖回忆，况且开在家里
也没有房租，有人过来可以像朋友一样
接待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赚钱，把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都融入到环境里去。”来
自村委会的支持，为赵珣加了一把劲：

“村委会帮着我给自建房办理营业执
照，还给予部分创始金支持。一些村民
也来打卡试喝咖啡，我给他们免费！”

就这样，经过咖啡师的专业培训
后，“道咖啡”火速登场。制作间原本
是自家的电动车库，院子里摆放了多
个木制桌椅，稻草文创道具和咖啡馆
标志都是赵珣自己设计的。因为生意
太好，赵珣还租下了院子旁边村里的
一片绿地，准备了一些可以遮风挡雨
又外形可爱的透明帐篷，延伸咖啡和
围炉煮茶经营范围，“每天都有很多人
来打卡，尤其是双休日、节假日，双休
日一天能做七、八百元，春节假期天天
都是旺季，每天能做两千多元。”

玻璃阳光房、悠闲溜达的狗子、围
炉煮茶的“烟火气”，每天，赵珣都穿着
美美的旗袍拍视频“引流”。最忙的时
候，家里亲戚会来帮忙，97岁的太婆
也会和客人打招呼，之前常有城里来
的客人“来了不想走，一坐就一天，到
饭点了我就用自家蔬菜炒几个小菜招
待一下，他们都特别喜欢。”

亲眼见证“道咖啡”的红火，村委会
和村民们都感觉到乡村美学的“引力
波”，“美丽乡村值得留下来吃、住、看、
赏，同时带动更多村民一起致富。目
前，村里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屋资源，一
方面我们鼓励村民创业，另一方面也希
望引进本地和周边的企业主，组团来村
里投资建设一些与乡村文旅相结合的
新项目。”在巫伟眼中，“乡村美学大有
可为。” （晚报记者 陶洁/文、摄）

在锡山区胶山北麓，无锡
老网红景点多多花园的旁边，
一到午餐时间，一座叫“花
筠美学”的乡村餐厅外围
路上就停满了车。春
意渐浓，来这里用餐、
喝茶、买衣服的市民
络绎不绝。这座建
筑面积2000平方米
的房子室外是庭院
造景，室内看起来
更像一座小型
艺术中心或美
术馆，大面积使用
原色和通长的落地窗，透进窗外胶山的清
秀山峦和茶田地形，从餐厅露台可以一览
大自然的野趣，配合艺术气息十足的木制
家具以及文玩陈设，处处透着精致和与众
不同。也许你想不到，这里居然是由一座
20多年前的奶牛养殖棚改造而来的。

“疫情到来，让一直忙碌的我不得不放
慢脚步，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奋斗方向。”
建筑设计师陆文涛是花筠的“主理人”，30
多岁的他大学毕业后从事民宿规划和室内
设计。之前，他大部分时间泡在浙江、云南
的民宿集中地从事设计工作。2021年初，
他回到了老家，决定在家乡打造一座特别
的乡村美学空间，在儿时熟悉的地方建一
个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工作完美结合的
建筑。经过3个多月的构思设计，陆文涛
放弃了购买学区房的投资计划，将所有精
力投入到花筠的建设和完善中。当年10
月底，花筠开始对外开放。

“没想到，一个零基础的门外汉居然把餐
厅经营成了网红。”花筠的房东——多多花园
的主人钱育松一开始并不看好外行来这个前
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做餐饮，但对陆文涛
的审美能力深信不疑，在“晾”了陆文涛大半
年后才真正同意把地方租给他改造。

更多特殊技能人才回归乡村，“美”成
了一种指引。保留乡村韵味，尊重这里的
自然生态，同时将新的业态和功能导入到
乡村肌体中，花筠尝试为城市消费群体提
供不同的空间美学氛围。比如，在挑高空
间的大厅安排室内驻唱，举办小型艺术展、
家具展、室内篝火聚会等，空间和展品相互
融合，非常吸引年轻人。一头卷毛的陆文
涛行动力超强，花筠无论是建筑内部还是
室外别致的花卉、道具，无不透着一个优秀
设计师的细腻心思，餐厅菜品不仅美味，食
器、装盘也非常雅致，因此很快成了网红。
蕙植坞的“主理人”何丽荣来花筠用餐、喝
茶后，觉得“气味相投”，将100多种盆栽奇
花异草、日本回流茶具结合经营，创业以
来，一直生意不错。

多多花园的花季主要集中在4月中至5
月底，除此之外，花园周边的苗木大棚、园艺
设计、施工等“花园+”项目，逐渐形成多元化
的社交化场景，一群对乡村土地同样抱有满
腹情怀、对乡村未来充满美好希冀和拥有改
造念头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建立起土地和
人的紧密连接。花筠的美术馆式餐厅，就像
是乡村美学的领路人，围绕在多多花园周
围，很快“长”出了一片艺术气息浓郁的小森
林，山野青年艺术村正式出炉了。如今，这
里聚集了沐植舍、蕙植坞、常见艺术馆以及
服装店等8家不同业态的创业群体，各自的
店招外，还使用统一的“新农汇”名称，餐厅、
露营基地、青年少年户外拓展、农场、音乐
岛、萌宠乐园等结合的户外田园综合体初具
雏形。3月底，“新农汇”还将策划实施首次
大型综合市集，将户外音乐、创意文玩以及
新潮的野奢类活动做成特色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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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咖啡内富有田园特色的茶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