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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化空心村，“小瘾”集群破茧出

湖州乡村职业经理人成长观察融媒体系列报道③
1.启动横山坞村改建 2015年7月18日

在城市写字楼工作室里，日复一日面对水泥高楼、车水马龙，有些倦意。终
于回到绿水青山的故乡，想要一处四季皆风景的工作室，是工作，更是生活。

2.第一家民宿“帘青”试营业 2017年10月1日
经过两年的老房改建，经过数不清的风吹日晒雨淋寒冻，经过无数个

烧脑的复盘夜晚，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一点一滴地陪伴。从方案
落地到开始动工……这一晚，我笑着流下了泪。

3.村落得到文化和旅游部肯定 2018年11月30日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小瘾·半日村”和“帘青”分别代表全国民宿大会

的民宿村落推广样板、第三代民宿代表，接待了文化和旅游部及各省市
领导的参观考察，得到了充分肯定。

4.拓展项目业态 2019年4月25日
在困难和容易之间，这一次我选择了困难。我想，因为有困难的创建

过程，一家家民宿改建完成后，心智才会强大。

5.参加长三角民宿峰会 2020年12月18日
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年底的分享和拿奖应该是一种认可和鼓励！

6.举办美食集市 2021年12月5日
一个小小的市集，让近 30 万人次关注了这个活动。人来人往，我的心

情竟有些复杂，是欣喜、是欣慰、是压力……

7.七周年了 2022月7月18日
坐下来看看自己亲手改建的一家家民宿，亲手种下的合欢、木香、乌

桕、绣球……

8.入选带头人支持项目 2024年3月17日
收到了证书，上面写着“陈谷同志，入选2023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支持项目”，这是责任和动力！

9.“青山集”正式营业 2025年6月1日
我的第二个“孩子”，也面世了。在原有的“小瘾·半日村”基础之上，她

是新生的，也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新生集群。

“神笔”陈谷：

张久明（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全联旅游业商会文旅品牌建设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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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炜丽 吴建勋

江南七月，暑气蒸腾。
在安吉县灵峰街道横山坞村，陈谷的工作室

掩映于连绵的竹海之中。忙碌了一上午，他起身
远眺，深吸几口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便又顶着
烈日匆匆出门。

“‘村长’来啦！”民宿“果酱”的女主人远远
望见，便挥手招呼。她将陈谷迎进小院，熟络地
聊起近期的生意情况。

陈谷认真听着，脚步却没停歇——村里19家
民宿、16家配套小店都等着这位特殊的CEO去
沟通、协调、把脉……

这次改造，陈谷提出了“集群民宿”的创新
理念。基于对乡村生活的深刻理解，他将村落命
名为“小瘾·半日村”，寓意“小住成瘾，偷得浮
生半日闲”。

“我们把老房子租给陈谷的公司经营，由他们
负责区域景观设计、房屋装修、配套硬件设施
等，村民可以选择收租，也能自主参与经营项
目。”横山坞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主任蔡明福介
绍，这种“专业公司+街道+合作社+农户”的合
作经营模式，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这次，陈谷选择亲自操刀。“村民搬走后，我
就在空房里办公，一边改造一边招募主理人。”他
说，“项目主理人是关键，必须选好。来一个聊一
个，聊妥了再做落地政策，慢工出细活，这事马
虎不得。”

30岁的黄镭钊是陈谷的得力助手，毕业于中
国美院。说到陈谷的亲力亲为，他如数家珍：“项
目的市场定位、布局、设计、策划和运营，陈老
师都亲自主导。连具体的门店名字，他都会帮着
构思。有时我们讨论正酣时，他起身就跑到工地
去了。”

“他的一头白发，都是因为操心的。”妻子王
齐深知丈夫的用心，“当时做民宿的也不
少，但是他不想把民宿做成千篇一
律。他最看重的是每个主理人
的个性，所以要一个一个
聊，匹配出特长。”

“有位主理人很坦诚，说自己没啥特
长，唯独喜欢美食，老公烧菜好。我就
鼓励他们，一个会吃一个会做，美食就
是你们家的标签！”陈谷笑着说。后
来，这间民宿果然凭借地道美味留住了
许多回头客。

张珉尔是横山坞村村民，早年离开
家乡在宁波工作。听闻陈谷在改造自己
的老家，她立马给他打了电话：“我是
村里的女儿，你欢迎不？”见面时，她
自信满满地说：“我是个非常注重细节
的人，我的民宿一定要亲自打理，用
服务来留住客人。”张珉的真诚打动了
陈谷，她顺利成为了“小瘾·半日村”
的首批“村民”。

通过这场独特的“海选”，民宿
村 落 初 现 雏 形 。
2017 年 ， 5 栋 民
房改造完成，“小
瘾·半日村”迎来
一期开业。

选“村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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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溪村的初试锋芒，到横山坞“小瘾·半日
村”的集群崛起，陈谷执握的“神笔”，早已从单纯
的空间设计，升维为乡村综合运营的妙笔。他不
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者，更是产业生态的孵化
者、人才价值的联结者、乡村生活美学的定义者。

“小瘾·半日村”作为全国“民宿集群化运
营”的先行标杆，在陈谷团队的深耕下，不仅
激活了安吉乡村旅游的蓬勃动能，更以“四方
共赢”的创新范式，为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充
满希望的新路径。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四重维度：

其一，以精准规划雕琢乡韵肌理。“聚是一
团火”，陈谷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在
最大限度保留村落自然肌理与植被生态前提
下，对建筑功能与风貌进行系统性重塑。通过
定期召开村民议事会吸纳民智，让改造后的村
落既承载游客的“诗和远方”，亦延续原住民的
乡愁记忆，实现乡土文脉的活态传承。

其二，以差异业态点亮乡村体验。“散作满天
星”，陈谷在民宿集群运营中秉持开放包容的姿
态，摒弃个人偏好主导的选择模式，构建开放式
主理人招募机制。他力邀兼具个性、品位与专长
的运营者入驻，让多元业态如繁星绽放，为游客
持续制造差异化体验惊喜，规避集群内卷困局。

其三，以创新模式实现多方共赢。“小瘾·半
日村”创新采用“专业公司+街道+合作社+农户”
的四方架构，通过统一规划、招商、营销与培
训，让村集体与合作社稳获租金收益，运营公
司借品牌管理增值，业主借轻资产模式实现高
净值回报，四方利益联结机制将分散经营转化
为集群合力，显著提升市场竞争力。

其四，以古今交融升级旅居体验。团队深耕游客体
验感营造，将传统乡韵与现代美学相融：推出非遗技
艺、古法美食、竹编茶艺等传统活动，与野趣咖啡、主
题酒吧等新场景并存。通过末位淘汰制动态优化业态组
合，确保体验内容持续更新，使游客“常来常新”。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小瘾·
半日村”的实践与 ESG 战略深度契
合——在环境保护中守护绿水青
山，在社会责任中激活乡村价值，
在治理创新中推动社区和谐。其沉
淀的乡村运营智慧，既是乡村振兴
的生动注脚，更是值得广泛借鉴的
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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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陈谷为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记者讲解村落运营

情况。 记者 项飞 摄

俯瞰“小瘾·半日村”。 记者 伊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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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谷是位70后，生于横山坞紧邻灵峰村的教
师家庭，自幼书香浸染。儿时伙伴田间嬉戏，他
和弟弟则常在户外写生，风雨无阻。这成就了他
最初的美学启蒙。

从中国美院毕业后，他当过国营印刷厂的设计
师，也去过深圳、杭州等大城市创业，凭借精湛技
艺，业内朋友送了他一个外号——“神笔”陈谷。

“那个时候业务遍布全国，经常飞来飞去，但
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喊我回家。”谈及归乡初衷，陈
谷的话语里透着诗意。

他梦想的落脚处，自然也要配得上这份诗
意。“我当时就想在安吉乡村找栋房子，把公司搬
进来，门前要有大草坪，能遛狗遛娃，种草养
花。”2008年，陈谷在报福镇深溪村觅得一处老
宅，花了两年时间精心改造。

未曾想，这次改造让他意外走红。一家门户
网站当时正在寻找乡村老宅改造案例，陈谷几次
婉拒，但对方还是找上了门。

“当时旁边架着摄像机，我们一起聊天，需要
时就让我对着镜头说几句。”就是这么一段随性聊
天的采访视频，竟在网上爆火！“播出后，不断有人
加我QQ，有大学生、设计师、乡村‘发烧友’，都喊
着‘求带’，有的还要来做项目主理人。”陈谷说。

这次意外给了陈谷启示——何不用自己的专
业去“点化”乡村？2012年，他主动联系安吉县
政府，表达了回乡创业意愿：“我在灵峰出生的，
最好能在这里做点事。”

彼时，灵峰旅游度假区正在规划蓝图，县里
为他推荐了横山坞村。这个原本有33户的小村，
早年居民集中迁入附近的安置小区后，160亩土
地闲置多年，成了典型的“空心村”。

这片土地对陈谷而言并不陌生。“小时候就听
说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然而，在陈谷眼中，这并
非阻碍。他兴致勃勃地跑到村庄实地勘察，当时就
一个感觉，不够好。没有壮阔山水，但是有独特的
微地形，最打动他的是满目葱茏、保存完好的植被。

陈谷连夜写下3页纸的改造方案递交上去。
2013年初，合作协议终于敲定。协议文本中，除了
之前他做的详尽方案，当地政府在最后添加了一句
预期目标，“要把村庄打造成为浙江省乡村示范”。

不惑之年的陈谷，毫不犹豫将合同上的“浙
江省”改成了“全国”。

就这样，他成了横山坞村的“村长”，带着他
的“神笔”，开始了乡村改造之作。

当“村长”

大珠小珠落玉盘，各具特色的业态在“小
瘾·半日村”渐次绽放光彩。

2018年，村里第一家乡村咖啡馆“小而美”
悄然开张。店如其名：仅有18平方米的空间，被
一片葱郁的鹅掌楸温柔环抱。“那份天然的静谧与
精致，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小而美’。”陈谷回忆
道。开业当年“五一”假期，游客为一杯咖啡竟
排起了等候3个小时的长队。

一杯醇香的咖啡，悄然改变着乡村的消费习
惯和审美格调，更承载着陈谷对乡村新生活方式
的构想。“我反复对主理人强调，我们绝不能内
卷，杜绝同质化竞争。”在陈谷看来，改造乡村的
灵魂，远不止于建筑形态的更新，更在于运营理
念的重塑。他的底层逻辑始终清晰：先做产业筑
基，再以文化铸魂，最终迈向共同富裕。

如今漫步“小瘾·半日村”，一步一景，业态
各异。你遇见的不仅有民宿和咖啡馆，还有亲
子中心、中餐厅、特色小吃、生活超市、图书
馆、甜品店、乡村酒吧、个性小店等。“在这
里，完全可以沉浸式体验，吃、住、游、购、
娱一应俱全，几天时间都待不过瘾。”上海游客
倪海琼深有体会。从2023年开始，“小瘾·半日
村”年均接待游客就超过了45万人次，整村营
收超亿元。

对于陈谷“产业先行”的布局，蔡明福称赞
是高明之举。“因为业态丰富，就连我们旁边的
商业街也跟着火起来了。”他说，商业街总共有
60多间门面，属于村集体资产，之前招租一直
是个大难题，最惨淡的时候，整条街只剩下一家
饭馆在营业。“小瘾·半日村”项目运营后，激活
了整个片区，现在一间门面年租金2万元，还

“一铺难求”，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稳定
收益。

“‘小瘾·半日村’项目二期，我的重心转向
文化植入。”陈谷向记者展开蓝图，“产业布局做
好，乡村运营步入正轨，接下来就是让文化在这
里扎根发芽。”他已将目光投向安吉县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精选出30余项，“二期会重点呈现

更多非遗体验内容，让游客能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
乡村生活魅力。”

“未来最大的奢侈品就是乡村生活”，是陈谷为
“小瘾·半日村”量身打造的Slogan。这句话，在
无数来访者心中激起共鸣，也赢得了原住民的
认可。

一次，一位外地村书记参观后，找到陈谷说：
“这里的乡村生活刷新了我的认知，我真想脱掉鞋
子，赤脚踩在地上，离泥土再近一点。”

更让陈谷引以为荣的是老村民的肯定。2017年
项目刚开业不久，他正躺在院子的椅子上休息。一位
大姐悄然走进，细细打量后告诉他：“我来看看这
个房子，以前是我家的。”她一遍遍地绕着老屋踱
步，怀旧加惊艳的泪水止不住滚落：“被你改得这么
漂亮……住哪里都比不上住这里，我真舍不得……”
这一幕让陈谷动容。

“改造时，我尽最大程度保留房屋原有的痕迹和
韵味。看到大姐那么依依不舍，我主动提出让她挖一
棵小树带回家作纪念，她像捧着珍宝一样欣喜。”陈

谷感叹道，“我知道，她带走的是一棵小树，留下
的，是对故土的牵挂与祝福。”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认可与祝福，陈谷的乡村
“点化”之路越走越宽广。在距离横山坞村1小时车
程的杭垓镇七管村，他和团队倾力打造的“小瘾·
半日村”姐妹篇——“小瘾·青山集”，已在今年元
旦对外开放。

“已经有不少主理人表现出深厚兴趣，新一轮
‘海选’马上开始了，下午就约了两位……”挥手
告别记者时，陈谷眼中闪烁着踌躇满志的光芒。

期待，“神笔”陈谷再起笔。

改“村庄”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