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
北方小年，往常游人如织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四渡

河村一早就被另一种喜庆热闹的氛围笼罩。村子里

的男女老少齐聚文化大院，载歌载舞，锣鼓喧天，一场由 00后

创业团队首次筹划的“青春村晚”火热进行了两个小时。

刘慧敏是团队负责人之一，

也是这里的一名“乡村 CEO”。村
晚筹备期间，记者来到四渡河

村。趁着阳光正好，她带着记者

逛起了团队规划管理的民宿群

和乡村研学活动场地，每一间民

宿的特点、每一个路口的民宿文

化图，她都如数家珍。

四渡河村位于燕山长城脚

下，秀美的怀沙河穿村而过，村级

产业以第一产业板栗种植、第三

产业民宿旅游为主。在民宿产业

上，30余户被改造为民宿进行运
营。每家民宿都受到不同游客群

体的欢迎。但近几年，由于旅游市

场变化迅速，民宿营销也并非一

帆风顺，需要创新创意的补充。

2022年，时任四渡河村驻村
第一书记的 90后青年王天宇在
一项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振

京郊”赛道，围绕四渡河村发展

困境出了一道选题。当时还在北

京语言大学读书的刘慧敏和团

队小伙伴以四渡河“文旅融合发

展”的方案夺得了金奖。

就这样，刘慧敏和团队成员

受到王天宇邀请，扎根四渡河村

续写这道“选题”。两年多过去

了，四渡河村有了量身定制的民

宿文化导航地图、研学活动、露

营地，有了随处可见的吉祥物

“团团”“栗栗”，还成为北京一批

高校的社会实践基地，很多 00
后、05后大学生的“金点子”在这
里落地生根。

让乡村看到年轻人
参与建设的诚意

刘慧敏带着记者路过四渡

河村的“CBD”和“情报交流中
心”时，几位老人坐在木质长凳

上悠闲地晒着太阳。

“之前，洪水把河边木栈道

的板子冲塌了，我们就改造成了

这样的一张座椅。乡村的资源宝

藏还是特别多的，就看怎么能发

挥想象力。”刘慧敏笑称，“我们

把城市的年轻人生活方式引入

乡村，希望村民和游客能够在这

里享受同样的便捷。”

实际上，最早了解到四渡河

村时，刘慧敏惊讶于“这里原来

有这么多特色民宿”。这里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是京郊露营地

的“不二之选”，团队把早期组织

的大学生露营活动放在这里，晚

间大家可以在合作的民宿里用

餐、住宿。

在大赛牵线搭桥与村委会

进行合作后，她才发现，大部分

民宿是由本村村民改造后经营

的，宣传获客渠道还只是村民自

己的朋友圈，后期运营压力很

大。怎么吸引客人前来？团队成

员开始进行线上运营推广。

刘慧敏告诉记者，她们一边

在美团民宿等平台开启线上营

销，一边帮民宿寻找新的特色

点，“比如有的民宿主做饭很美

味，那住宿和餐饮就可以更好地

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推出特色

餐饮品牌，打破民宿只是住宿的

局限，吸引更多客人前来”。

不过，她坦言，最初对于这

些全新的建议，年长的村民民宿

主还是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反

复横跳”。“有时候前一天刚刚谈

好的合作，第二天就被村民否定

了，但在乡村工作，我们也要有

极大的耐心和韧劲，理解村民的

同时让他们慢慢了解新事物”。

就这样，一些民宿附近的小

山丘上有了观星台，客人可以在

这里用望远镜赏星，在露台上烧

烤，坐在秋千上眺望整个乡村；

一些民宿有了年轻人和亲子家

庭需要的活动室、儿童游乐区、

团建会议室……民宿不再只是

住宿，还增加了更多针对中青年

客人需求的服务。住在村子里的

团队成员也成了民宿管家，为民

宿提供代运营服务。

“第一年合作除了民宿运

营，我们还为村里做了一年的公

益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让村委会

和村民们感受到，我们这些年轻

人是真的想帮助大家建设乡

村。”他们还承接起了村里原有

的节庆活动，帮助村干部策划、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刘慧敏提

到，“比如今年村晚，我们有了化

妆组、筹备组和主持人组等，还

加入了年轻人的表演，一起热热

闹闹过新年”。

回到文化大院，刘慧敏高兴

地向记者展示了团队工作室、直

播间和宿舍区，“这是得到村委

会认可后，村里特意用闲置仓库

为我们改造的，让团队可以有更

加舒适固定的办公场地”。如今，

村集体以集体资源入股支持他

们注册成立了公司。

“乡村就是需要一些年轻人

带着思想、带着干劲儿来破一破

发展的难题。”王天宇一路见证

了刘慧敏和团队的努力。为了吸

引更多年轻人一同参与乡村建

设，王天宇曾在网上发布“四渡

河村全球青年志愿者招募计

划”，村干部忙不过来的公共服

务工作被分解为有趣的志愿服

务工作。在“自在自然”团队成员

的带领下，很多在校大学生志愿

者参与到了幸福晚年驿站、残疾

人温馨家园和童心港湾建设中，

为留守村里的村民们提供相应

服务和兴趣课程。

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
野打开冶乡村

穿梭在四渡河村间，不时有

偶遇的老人热情地向刘慧敏打

招呼，闲聊几句家常，她也俨然

成了扎根这里的“新村民”。

其实，大学毕业后，刘慧敏

曾短暂地在一家公司工作，后来

回到乡村创业，她也在内心摇摆

不定过。“大家都在城市里发展，

我也想过要不要回去。不过，真

的住在村里以后就不想走了。”

她感慨说，来到四渡河村两年

多，自己越来越享受这里的生

活，“和城市相比，这里噪音低、

光污染少，我还养了两条狗，每

天晚上遛狗时，抬头就能看到满

天繁星”。

在刘慧敏看来，在乡村扎根

参与乡村建设就像种地一样，“需

要慢慢等种子发芽，然后去用你

的感情灌溉它，不能急于求成”。

这两年，刘慧敏在村里扎了

根，团队的“新鲜血液”也在不断

注入。在 2023年的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中，他们又以“文化创

意点亮四渡河好山好水”的选题

进行“揭榜挂帅”，越来越多的对

乡村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不少

创意“金点子”由此落地。

怀柔以板栗著称，刘慧敏觉

得，将本地的板栗文化与民宿结

合，或许能用文旅的形式串联起

两大主要产业。“比如为民宿客

人推出板栗鸡等特色餐饮。”

联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

大学生进行创意设计，四渡河村

独有的 IP“栗栗”也化身“代言
人”，以萌趣的栗子卡通形象“现

身”村间各个路口处，指引初到

村子的游客找到目的地。

村口立起的大型民宿文化

导航地图，是团队成员与北京林

业大学的学生耗费一年时间共

同打造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条

蜿蜒的小路都被精准定位出来

了。通过地图，游客不仅可以便

捷地找到民宿，还能一目了然地

找到公共厕所、停车场、公交车

站、便利店等。刘慧敏笑称，“经

常看到游客们‘趴’在地图前寻

找自己的民宿”。

为了提升四渡河村的知名

度，他们还把喜爱的一系列活动

带进了乡村，陆续推出团建、露

营、亲子研学、非遗体验、文创市

集等各类文旅项目，和游客一起

“玩转四渡河”。他们还“盯”上了

村里大片的栗子树林，与村民合

作，在栗子成熟时推出“打栗子”

体验活动，同时教游客烹饪板栗

的方式等。

“拿着长长的竹竿上山去抽

栗子树，看着成熟的栗子扑通扑

通掉下来，真的很有成就感。”刘

慧敏说，“去年和一个景区进行

活动合作，大概有 5600多人次
来到村里打栗子，甚至周末的村

口道路上堵起了车。”

她还告诉记者，如今，团队

驻村成员有 8人，线上参与出谋
划策的成员有 40 余人，一有活
动举办，他们会纷纷赶来村里支

援。“虽然大家来自不同专业不

同领域，年龄也不同，但大家对

乡村建设的热情，和想要贡献自

己一份力量的心情是一样的。”

以前，王天宇认为，四渡河

村由于历史名人少、红色资源

少，离旅游景区有距离，“可能更

像路过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村

庄”。但现在，因为年轻人的加

入，他看到了一个文旅特色村庄

日渐成熟。“利用现有的板栗文

化，串联民宿产业，我们摸索出

了整村运营的文旅发展之路，整

个村子既可以‘自转’，也可以和

外部世界‘联动’。”

把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搬到

村里，刘慧敏见证了四渡河村的

快速发展，“基础建设越来越好

了，文化服务也越来越丰富了”。

在注册了公司“自在自然”后，去

年，他们又注册成立了新公司

“北京河畔山岸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丰富村里的业务板块。

“我希望继续把自己的热爱

发挥到极致，和更多年轻人一起

享受乡村生活的同时，将更多促

进乡村发展的创意落地。”刘慧

敏说。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一群 后“爆改”乡村：

野金点子冶点亮好山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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