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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体验进校园

记者 谢尚国

“五一”假期刚过，德清格里恩
咖啡仍沉浸在喧嚣余韵中——日均
2000多人次的打卡量，让这个由废
弃矿坑改造的咖啡馆持续占据长三
角热门榜单。在德清乡村，当“村
咖+”模式遇上青年创业浪潮，曾经
沉寂的乡村正以咖啡为媒，在绿水
青山间酿造着乡村振兴的醇香滋味。

废墟焕新：
工业遗迹变身网红地标

走进位于莫干山镇五四村的格
里恩咖啡，曾经荒芜的矿坑，如今
瀑布飞流直下，草坪与矿岩相互映
衬，碰撞出独特的工业美学。自去
年11月开业以来，这家被称为“小冰
岛”的咖啡馆持续走红，“五一”假期
还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
的游客专程打卡。主理人谷雪松感
慨：“这里卖的不是咖啡，而是风景！”

这处曾被视为废墟的矿坑，如
今成为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盘活
闲置资源的典范。在距离格里恩咖
啡不远的何村铜官山，天然溶洞中的

“洞穴咖啡”同样吸睛。蔡哲枭团队
巧妙利用原始岩壁，搭配人工瀑布与
观景平台，打造出奇幻的咖啡空间。
游客置身钟乳石间，啜饮着香醇的拿
铁，仿佛进入了神秘的地心世界。作
为“只有莫干”品牌的创新之作，洞穴

咖啡标志着德清“村咖经济”正朝着
场景化、IP 化方向迈进。

田园诗韵：
山水之间勾勒乡愁图景

舞阳街道太平村的稻田中央，
“稻田咖啡”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90后”创业者夏亚敏将旧生产用房
改造成充满复古韵味的咖啡馆，复古
门窗与缤纷鲜花相互簇拥，半开放式
的设计让店内空间与稻田风光无缝衔
接。“五一”假期，这里售出了上千
杯咖啡，火爆程度远超预期。看到乡
村与咖啡碰撞出的火花，夏亚敏激动
地说：“去年来到太平村，真是选对
了地方！”而村里也迅速行动，平整
闲置土地解决停车难题。太平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力感叹：

“这是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村里新开了咖啡馆，咱们也来

赶潮流嘞。”雷甸镇杨墩村村民潘旭
东手握一杯拿铁，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3 月1日，杨墩生态休闲农
庄中的 “闹腾里” 营地正式开门迎
客，木质招牌下，咖啡豆研磨的香
气与泥土的芬芳交织在一起，吸引
着村民和游客纷至沓来。德清天狼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卫明穿
梭在人群中，看着座无虚席的场景，
难掩激动之情：“好久没这么热闹
了！”为了打造这处乡村休闲新空
间，他带领团队将闲置的农具仓库

重新设计，保留了青瓦白墙的江南
韵味，又融入现代简约的装修元素。

禹越镇三林村的漾边咖啡馆，
依傍着万鸟归巢的生态湿地而建。
浙江农林大学马军山教授被白鹭栖
息的美景所吸引，与村民携手打造
出这片“世外桃源”。游客在此观鸟
品咖，享受村民提供的湖鲜农家
菜，每年接待游客超 15万人次。村
党委书记沈海良欣喜地说：“生态好
了，白鹭来了，人也跟着来了！”

青年筑梦：
返乡浪潮激发乡村活力

在德清的“村咖” 版图中，“90
后”“95后”创业者占比超7成。康
乾街道联合村的“深藏”咖啡馆，
由“95后”王镇涛将自家车棚精心
改造而成。水墨风的空间设计，搭
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装饰风格，让
这里成了乡村的文艺打卡地。

“五一”假期，“深藏”咖啡馆
售出千余杯咖啡，人气爆棚。同样
在莫干山镇燎原村，海归青年打造
的“山庾茶肆”，将百年老宅融入新
中式美学，一经开业便跻身当地打
卡榜前三。

舞阳街道上柏村的“桥边姑
娘”咖啡店，前身是村口一家闲置
的老茶铺店。主理人俞蕾介绍，咖
啡店由村里的11位村民共同创办，
他们有的擅长咖啡制作，有的精于

空间设计，还有的熟悉网络运营，
团队优势互补，将这里打造成集咖
啡、文创、轻食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我们想证明，乡村不是年轻人
的‘退路’，而是创业的热土。”俞蕾
说。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的年轻人
纷纷加入创业行列，有的开设民宿，
有的经营农产品电商，形成了“咖
啡+多元业态”的创业联盟。如今，
上柏村的人气越来越旺，周末单日游
客量突破千人，小镇焕发勃勃生机。

在阜溪街道兴山社区，一座废
弃灯塔摇身一变，成为 300平方米
的文艺咖啡空间。“90后”主理人刘
艺灵将咖啡、简餐与拍摄场景巧妙
融合，灰瓦廊檐下，拿铁香气四
溢。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这里成
了城乡游客的“中途驿站”，有效填补
了乡村服务型经济的空白，也让更多
青年看到了乡村创业的广阔前景。

从曾经的寂静乡村，到如今的
网红打卡胜地，德清正用一杯咖啡
的热度，拓展乡村振兴的无限可
能。而这背后，青年入乡政策的支
持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青年创业
者的道路，也照亮了乡村振兴的未
来。在未来，随着更多创新业态的
融入，在青年力量与政策扶持的双
重驱动下，德清乡村必将在咖啡香
气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走
出一条独具特色、充满活力的乡村
振兴之路。

“村咖”何以持续飘香

记者 姚思思 通讯员 沈宇翔

本报讯 在德清县雷甸镇塘北村
党群服务中心，村民近日有序签署

“洁净雷甸”环境整治承诺书。通过
创新“契约化管理+全民参与”模
式，这个曾经的环境治理“困难
村”已实现华丽转身。

“这不仅是承诺书，更是向全镇
立下的军令状！”塘北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琦荣介绍，上月初，
村干部与村民小组长在村民会议上
共同签署环境整治承诺，明确“一
年实现村庄面貌根本性转变”的目
标。截至目前，全村已有超过90%

的农户自愿签署承诺书。
塘北村是德清“临杭桥头堡”，

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发展机遇，也
带来治理挑战：全村户籍人口3382
人，新居民达 1 万余人，出租房
1700余间，各类商铺190余家，日
均产生垃圾12吨。去年，该村环境
卫生治理费用高达148万元。

马琦荣坦言，此前村里垃圾随
意倾倒、污水直排、占道堆放等问
题突出，多处卫生死角长期得不到
治理。转折始于今年2月启动的“洁
净雷甸”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金家
坝村民小组长张卫明回忆，他带着
承诺书挨家走访时，不少村民起初

持观望态度。“签下名字就要对得起
这份信任。”这位老党员的工作笔记
显示，通过“一户一策”指导，村
民逐步完成门前三包清理、家禽规
范养殖等整改。村里同步建立“承
诺积分制”，将环境整治与充电桩使
用、文化礼堂借用等村级服务挂钩。

如今，每周六的“环境攻坚
日”已成为塘北村新风尚。由党员
干部带头，村民自发组成“清癣
队”“护河队”，创新采用高压水枪
清除小广告、生态浮岛净化水质。
村里还联合镇政府设置40余个公告
栏，规范各类广告张贴。不久前，
一村民因违规张贴小广告被要求参

与2小时公益清理，这种“体验式”
处罚得到村民认可。

数据显示，“洁净雷甸”环境整治
开展3个月来，塘北村累计清理卫生
死角60余处，“牛皮癣”大面积清理10
余处，整治省道两边乱堆放2处，清淤
河道310米，清理淤泥1500立方米。

“塘北村的实践为辖区内城乡接
合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契约
形式明确权责，用积分制调动积极
性，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
人翁’。”雷甸镇表示，该模式下一
步将在全镇推广，并探索将环境治
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美丽环
境真正转化为“美丽经济”。

“一纸契约”让村里变干净了

记者 陆志松

每天下午4时许，德清县舞阳街
道玉屏社区的3楼总会响起欢快的脚
步声。背着书包的孩子们走进小蓝鲸
少儿运动馆，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进
行体适能训练。跳跃、攀爬、平衡训
练……数百平方米的场馆变成充满活
力的儿童乐园。运动馆创始人姚涛，
正用他的运动教育理念，为2至12岁
儿童的健康成长注入动能。

1996年出生的姚涛，毕业于杭
州师范大学体育专业。在杭州一家
游泳馆工作几年后，他发现少年儿
童体适能训练渐渐成为热门的培训

项目。于是，2022年，他回到家乡
德清，创办了小蓝鲸少儿运动馆。

“当时，玉屏社区正在创建全省
第一批‘未来社区’，作为‘未来社
区’关注的‘一老一小’配套内
容，我的项目得到了街道与社区的
大力支持。”姚涛告诉记者。

创业初期，小蓝鲸团队以“玩
中学、学中悟”为核心，将体适能
训练、感统协调、趣味游戏与运动
心理辅导深度融合，并针对儿童健
康趋势推出“体重管理年”专项课
程，通过科学运动与营养指导，帮
助孩子们建立健康生活习惯。

姚涛用数据说话：3年间服务超

1200组家庭，学员体能达标率提升
95%，体重管理课程参与者体质指
数（BMI）改善率有明显提升。小女
孩萱萱是小蓝鲸第一批学员之一，在
这里已接受了 300 多个课时的训
练。萱萱的母亲说，以前女儿比同龄
人长得慢，但今年以来，个头蹭蹭往
上窜，反而比同龄人高出了半个头。

创业是艰难的，同时姚涛也不
忘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公益
活动。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实施了

“小蓝鲸温暖计划”，主要针对社区
居民每月开展公益课活动，培养小孩
子的运动积极性。此外，还与春晖小
学、地信幼儿园等合作开展幼儿体适

能公益课进学校活动，提高学生的体
能水平。目前，“小蓝鲸温暖计划”共
开展社区公益体育课10余次，寒暑假
公益体育课服务近100名儿童。

去年11月底，姚涛了解到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乡拉一
木中心校基础设施差，住校学生没
条件洗热水澡。他主动与学校对
接，捐赠了价值2万多元的热水器及
一批体育器材与文具用品。

“我们的愿景是让每个孩子都拥
有匹配其天性的运动方案。”谈及未
来，姚涛表示，将持续深耕少儿运
动领域，拓展体教融合新模式，让
更多孩子享受科学运动的乐趣。

姚涛：让运动馆跃动成长乐趣

记者 陆志松

本报讯 眼下，在德清县雷甸镇（高新区临杭产
业新区），一座总投资超8亿元的现代化工厂正以全
链路自动化生产的崭新姿态，成为金属加工行业智
能化转型的标杆。

浙江恒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成立以
来，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重构生产流程，实现
出口率达70%的亮眼成绩，成为国内外知名企业的
重要配套供应商。

走进浙江恒立德清新厂区，从原材料入库到成
品出库的完整生产链上，智能化设备与数字管理系
统无缝衔接。去年11月投产的新工厂，集试制、下
料、冷作、金工、焊接与涂装六大车间于一体，依
托5000万元打造的自动物流输送线，生产效率较传
统模式提升显著。“我们实现了从单点数字化到平台
数字化的跨越，每个环节都能以数据化形式精准管
控。”企业负责人介绍。

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浙江恒立对生产流程进
一步优化：加工设备的实时监测、产品合格率的动
态追踪、全流程质量数据的可视化，使得企业能够快
速响应工艺问题。通过数字化赋能，不仅降低了生产
成本，更将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行业领先水平。

在竞争激烈的金属加工领域，浙江恒立凭借技
术研发与质量管控的双轮驱动，赢得国际市场的认
可。企业设有技术研发部和质检部，并设立专业金
属材料质检中心，配备化学元素分析、力学性能检
测等先进设备。通过严格执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
系和IATF16949汽车质量认证标准，浙江恒立为工
程机械、农用机械、特种车辆及汽车零部件等领域
客户提供高可靠性产品。“我们实行‘过程控制+三
检制度’双重保障，从原材料到成品出货共设置36
道质检节点。”公司负责人表示。

作为一家员工规模上千人的企业，浙江恒立将
“匠心精神”融入企业文化，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员
工技能。同时，深化全球化布局，构建“本土化服
务+数字化管理”的海外运营模式。

“智慧工厂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浙江恒立创始人葛关浩表
示，企业下一步将探索人工智能在工艺优化中的应用，计划3年内
启动二期自动化仓储项目，将物流成本再降低30%，进一步提升其
在国际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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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莹 通讯员 姚萍

本报讯 眼下，在德清县钟
管镇，每周三“午间学堂”准
时开课，通过经验分享与思想
交流，为年轻干部成长“加油
充电”。

“以前午休时间刷手机，现
在‘刷’业务。”“00”后中层
干部、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
陈泽近日对记者说。在近期课
堂上，他结合安全生产检查案
例，以“‘青’力而为除隐患，

‘青’心聚力护平安”为主题，分
享了自己在安全生产检查中总
结的工作经验。

年轻干部钱涛也是“午间
学堂”的优秀学员。通过微党
课宣讲，他结合自身的工作经
历分享了年轻干部需要修炼忠
诚之心、勤奋之志和担当之
魂。钱涛表示，“午间学堂”不
仅让他提升了表达能力，更让
他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拓宽了工
作思路。

从职场新人到业务骨干，
钟管镇的“00后”中层干部正
在“午间学堂”的舞台上快速
成长。未来，该镇将继续深化
这一培养模式，让更多年轻干
部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绽
放青春光彩。

午间学堂助力干部成长

记者 廖 莹

本报讯 5月3日，走进德清
县下渚湖街道二都小镇，只见不
少游客一边挑选喜欢的簪花样
式，一边帮助小伙伴戴帽簪花。

“五一”假期，下渚湖街道
推出“簪花拾趣满春风”主题
活动，通过复刻宋代货郎游街
场景，让游客身着汉服参与簪
花互动，满满的“宋制风”引
人流连。主街“仿宋花市”集
中宋代美食与手工艺品展示，
防风广场每日上演“三道茶”
非遗技艺展演，茶道师以宋代
点茶技法演绎风雅茶事。“满眼

的国风，与这里的小桥流水相
得益彰，真是太美了。”游客谢
女士笑着说。

近年来，二都小镇通过
“宋制风”沉浸式体验，将簪
花、缂丝等宋代雅事转化为文
旅消费场景。下渚湖街道以

“全域景区化”战略推动宋韵资
源转化，今年新落成的祈星农
创中心，将宋代农耕智慧转化
为现代农业观光项目，实现非
遗技艺与农文旅的深度嵌合。
通过“文化+生态+科技”的融
合模式，下渚湖正从单一景区
向宋韵文化体验综合体进化，
文旅收入连续3年保持高增长。

宋制风下渚湖引人流连

55月月44日日，，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举行民俗巡游活动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举行民俗巡游活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丰富的民俗节目展演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丰富的民俗节目展演，，吸引众多游客吸引众多游客
驻足观看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记者记者 谢尚国谢尚国 摄摄

德清县钟管镇中心卫生院近日组织青年医务人员走进钟管小
学，开展“体验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辨识中
药，使用中药器具，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记者 王树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