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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顾渚，翠绿漫山。
丁洁常倚立茶山，望云卷云舒：“这里，心能

一秒宁静，你信么？”
大学主修文旅的丁洁，在杭州电商领域摸

爬过，也在国企文旅平台历练过。2020年，水
口乡招募乡村CEO的消息传来，她果断报了名。

消息带回家，却是家人的不解与忧心。“铁饭
碗不好好捧，去乡下闹腾？”“乡村CEO名头好听，
做出成绩谈何容易？” 连番的家庭会议，丁洁掰开

揉碎讲乡村的潜力和她的渴望，终于让父母从担忧
转为支持。

水口乡，底蕴丰厚：紫笋茶曾贵为“唐代第一
贡茶”，陆羽《茶经》赞其“紫者上，笋者上”。顾
渚村是浙江首批“网红村”，超七成农户经营农家
乐，素有“上海村”美誉。

丁洁一进村，把8个村跑了个遍，找了从事不
同业态的村民深聊。大家话里话外的意思：8个村
发展不均衡，还缺了点冒尖的劲儿。

村民们期待的那股劲，丁洁明白要由自己来引
燃。起步迷茫之际，她习惯就近寻片茶山静坐。一
次见茶农正砍截采后的茶树，“为啥要砍？”“砍去
旧枝，来年新芽才更香更嫩。”茶农一句朴实话
语，瞬间点亮了丁洁“心灯”——紫笋茶，需要一
次这样的重生！

在八村联席会议上，丁洁抛出“重振紫笋茶”
的蓝图，赢得大家的掌声。自此，她便一头扎进紫
笋茶的世界：从复刻古法茶饼到创新茶文旅融合，
丁洁全身心投入。“手机内存256G，存满了紫笋茶
的点点滴滴。”她笑着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水口乡每年举行中国非遗制
茶大会“惊蛰祭茶”，联动全球50多个茶产区共同
参与；2022年，“紫笋茶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4年，“世界绿
茶评比会”再传捷报，紫笋茶斩获最高金奖，跻身

世界七强！
“今年紫笋

春茶价格上涨，精品
茶每公斤突破万元。”茶农曹
亮说，无论是今年4月“非遗焕
新购物月”活动，还是前不久
重磅播出的 《非遗里的中国》
中国茶特别节目，紫笋茶都是
耀眼明星。

紫笋茶的热潮，描绘了水口
文旅新版图。丁洁以大唐贡茶
院、唐潮十二坊为核，串联金
沙泉、摩崖石刻、古茶山、唐
颂茶文化博物馆等“珍珠”，精
心打磨出一条“跟着陆羽去问
茶”非遗游线，让茶香与文旅深
度融合。

唤醒千年紫笋

焙一壶千年紫笋“共富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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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非遗制茶大会“惊蛰祭茶，百人茶席”
活动在长兴县水口乡大唐贡茶院举行。

记者 吴拯 摄

湖州乡村职业经理人成长观察融媒体系列报道④
她在水口

1.正式进村上班 2020年5月4日
今天，是我以“新村民”身份踏入水口乡的第一天。家人不理解我从

国企离职回到乡村。我明白，这是一份初心，想在这里干点事。明天，
我要真正开始在这里扎根生长了。

2.画溪谷营地开业 2022年5月1日
今天是画溪谷营地开业的日子，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心里满是感

慨与自豪，像是精心“养育”的孩子一样……

3.获得湖州市十佳乡村文旅运营团队 2023年4月19日
这一刻，3年来的汗水与坚持化作了眼里翻涌的热浪。今天的奖

杯，是给每一个“不被看好”时刻的响亮回应。它是乡村与我们共同生
长的勋章，更是新旅程的起点。

4.紫笋茶啤酒上市啦 2023年8月6日
今天，紫笋茶啤酒上市了！“茶叶和麦芽能搭到一块儿？”你看，一

切皆有可能。在乡村就是这么奇妙。

5.青创谷开业 2024年4月14日
今天值得铭记，青创谷正式开业了！我给它的定位不仅是创业平

台，更是梦想的孵化基地，希望这里能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成就就业
创业梦想。

6.长兴文旅体驿站开门迎客 2025年2月24日
今天，长兴文旅体驿站（文旅青创空间）开门迎客。驿站就像城乡

融合的一座桥梁、一个家，欢迎大家常来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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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乡8个村，各村底子有差异，资源不一。
如何携手共进，均衡发展？丁洁的解法是“拆墙组
团，打通经脉”——顾渚村主打流量入口，水口村
深耕果蔬园，江排村定位生态研学……一条资源互
补、体验多元的全域旅游闭环应运而生。

眼下，正值暑假，遇到高峰期，村道上也会堵
车。从北京赶来的游客罗甄提前做了攻略，准备在
水口乡沉浸式住一周，“每个村都有独特味道，一
家老少需求全能满足。”

“过去咱村偏僻，没人来，如今游客多了起
来，还办起了越野赛，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收入
增长了几倍！”江排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培云
感慨万千，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从5年前的10多万
元增至去年的88.54万元。

这5年，丁洁的组团策略有所成效，顾渚村以
外的7个村的游客承载率已达六成，“顾渚过载、周
边闲置”成为历史。

去年，水口乡接待游客480万人次，全区域入
住客群超26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4亿元，8个村
的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775万元，村经营性总收入
2115万元。丁洁解释道，强村公司每年按照各村投
资比例分红，根据全乡差别化运营，各村亦有自主
经营收入，实现“多条腿走路”强村富民。

掌管“呇梦”伊始，虽有业绩考核，但丁洁却
立下规矩——不与民争利、不越俎代庖 （取代市
场）、不摆空架子工程。

傍晚时分，顾渚农贸市场人声鼎沸。丁洁和
摊主们热络招呼，细评各家特长：老沈家的笋干
要用牛皮纸包装更显山野味，顾婶家的跑山鸡蛋
最好搭配稻草绳绑扎，张伯家的紫笋茶则要讲透
贡茶故事……

农贸市场不大，却聚拢了 8个村的土特产，
年销售额超 2.5 亿元，是村民实打实的“聚宝
盆”。曾经有人提议她承接农贸市场的农产品生
意，被丁洁一口回绝，她选择更长远的路：帮助
村民设计包装盒，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区域农
产品IP，提升品牌溢价；精准产销对接，实现订
单前置化……比如村民的肉圆子很畅销，丁洁团
队设计文艺范的包装，肉圆子身价从6元涨到10
元。村民蒋玲萍咧嘴笑说，今年春节期间，卖了
5万个肉圆子！

随着夜幕降临，水口乡笼上一层淡淡薄雾，在
路灯光线的映照下，形成美妙的光晕。每月第一周
晚上，丁洁团队召集各村村干部、村民代表开起

“乡村夜话会”，大家围坐，茶语交织，闲话与睿见
并生。

“桃子、葡萄上市了，今年出个8村联名套票
吧？”“建个夜校，游客的夜生活有更多选择？”

……
一言一语中，新思路、新想法频频迸发。

“夜校是个好点子！”丁洁补充，“乡村不止自
然底蕴，‘PlanB’的学习空间也能成引力场。”她
立即行动，着手对接市级国企平台，寻求契合的赋
能合作。

茶香几度添续，群情愈炽，不觉已近夜半。
“乡村这炉火，众人拾柴，才能越烧越旺、越烧越
长久，这杯青年与乡村共焙的新茶也就愈香。”丁
洁目光灼灼，话语间满是笃定和期许。

从“单打”到“共富”3

姚海琴（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
学院副教授）

这几年，我一直关注着水口乡的乡村运
营模式。我认为该区域乡村运营模式展现出

“挖掘非遗+青年赋能+城乡协同”的创新路
径，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可持续的乡村价值
转化机制。

一是文化 IP 的产业链重构。通过紫笋
茶非遗技艺与现代消费场景嫁接，开发茶文
化体验、茶啤酒、茶糕等衍生产品，实现村
庄运营新生。

二是青创孵化的内生动力。青创基地通
过民宿改造设计、伴手礼开发等实际项目获
得收益，形成“实践—创收—扎根”的正向
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地村民的利益联结。通过“包装
设计+文化叙事”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把
运营的落脚点真正放在了村民身上。

我与丁洁团队多次深入接触，相比
市 场 化 的 运 营 团 队 ， 他 们 身 上 又 兼 具

“政府属性”，通过“呇梦”公司搭建市场
化运营平台，最终实现村集体年增收、
村民收入提高。其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可
复制的“文化赋能—人才扎根—产业迭
代”发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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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茶文化风景区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茶文化风景区。。 通讯员通讯员 陈海伟陈海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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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多年的贡茶紫笋，今春身价陡升，一跃成为“顶流”，一茶难求；
昔日以顾渚村为核心的水口乡民宿集聚区，打破行业寒流，一房难订……
今年，长兴县水口乡的“村游”热潮，正随茶香翻涌。
说起这番蝶变，乡干部、村干部、村民口中总绕不开一个名字——丁洁。这位长兴呇梦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掌舵人，也是水口乡8个村联合运营的CEO。

……

每天上午9点，丁洁准时与呇梦青创谷团队进
行头脑风暴。基地内，16名湖州师范学院研究生正
埋头设计“太湖9号公路”特色伴手礼——袋泡
茶、玲珑茶饼、紫笋茶卤蛋的创意混搭。

“没这群年轻人，很多火花点不亮。”丁洁由衷
感叹。

乡村吃“旅游饭”，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
手之一。但这碗饭不好“吃”：顾渚村集聚着486家
民宿和农家乐，大多从业20年以上，如今也遇到设
施陈旧、同质化严重等发展瓶颈。

丁洁提出“微改精提”，村民顾虑重重：“老客
认门面，改了怕影响生意。”其实，村民还是担心
瞎投入会亏钱。

丁洁和团队果断行动，先拿出了几版设计样
稿，用看得见的“未来”说话。90后民宿主查青玥

眼中闪亮：敲掉院子里的水泥坪，植上草皮，种上
花朵，摆上仿唐代茶釜风炉——风雅意境，浑然天
成。她率先响应，投入改造。

蜕变之后，查青玥的茶文化主题民宿客房单价
从180元跃至580元，入住率上升了15%，体验茶
事的游客络绎不绝。丁洁团队顺势引导，为各家经
营主量身定位：有的主打亲子主题，有的偏乡野采
摘乐趣，有的靠性价比胜出，形成产品的差异化。

走进各家民宿，紫笋茶啤酒、精油皂、茶糕、
护手霜等文创产品格外吸睛。“这些都是青创团队
的智慧结晶。”丁洁介绍。

正值夏日炎炎，紫笋茶啤酒成了爆款。灵感源
于一次出差，丁洁与团队在餐厅偶遇一款茶啤。好
奇尝鲜后，大家都觉得味道不错。仅一周时间，他
们便锁定杭州合作啤酒厂，“呇梦”提供紫笋原

叶、参与配方调试。新品一经
面市，广受好评。

“乡村运营的主角不是
CEO，而是这些有梦、有冲
劲的青年。”丁洁视自己为

“媒人”，致力于搭建城乡融
合的桥梁，激活内生动力。
今年，她在长兴城区设立

“文旅青创驿站”，既展示乡
村好物，也为返乡青年提供
温暖的共创空间。

近两年，水口乡返乡创业
青年已超200人。水口乡党委书记李婧表示，专业
人做专业事，乡村CEO成为连接乡村与现代市场的
关键纽带，为乡村注入发展机遇和创新活力。

引“青流”进村

2025“非遗焕新购物月”暨浙江省“茶和天
下 共享非遗”活动启动仪式在长兴县水口乡顾渚
山茶文化风景区举行。 通讯员 邹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