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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区村庄画一幅蓝图
“布袋教授”杨贵庆和他的乡村振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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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 ，规
规矩矩扣上了每一颗扣子， 手里
拿着一张规划图纸， 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正

在为学校录招生视频。 不过，他更
被熟知的形象，是撑着竹竿手杖、
背着帆布袋、裤管满是泥巴的“布
袋教授”。

八年来，每月两次、每次三天
的黄岩之行 ， 首次因为疫情中
断。 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将
浙江黄岩看成了第二故乡。 在今
年的毕业典礼上， 杨贵庆作为教
师代表发言， 他勉励同学们要成
为一颗具有特殊功能的正能量粒

子， 当未来某一天国家和人民需
要时，破壳而出，勇敢而自豪地担
当起改革、创新、引领社会奋勇向
前的时代重任。

而杨贵庆教授就是这样的一

颗粒子，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贡献
着知识分子的智慧。

村里来了大学教授

八年前的杨贵庆或许没想到

他能与黄岩结缘这么久。 他率领
同济师生团队， 从科学规划乡村
入手，抢救“复活”了台州黄岩一
批古村落，重聚了人气，带富了村
民，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
了鲜活的“黄岩样本”，也见证了
村民的走上了小康之路。

沙滩村坐落在屿头乡， 是黄
岩西部山区一个重要的集镇 ，村
子老街北侧几乎都是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屿头乡政府各部门的办

公驻地。 随着乡政府部门的陆续
外迁或撤销， 沙滩新区和新市场
的建成，老村人口骤减，逐渐成为
一个走向萧条和破败的 “空心
村”。

从 2003 年起，浙江省大力推
进 “千万工程 ”，2012 年 ，提出建
设美丽乡村。 “我们看了方案，没
有突出历史文化要素， 相当于铲
平重建，不是有机更新 。 ”“就如
同倒洗澡水， 你得先把孩子抱出
来，再倒脏水。 ”杨贵庆说，农村的

脏乱差环境掩盖了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那些古树、古井、戏台、
石板桥都是历史文化要素， 要把
传统文化保留下来， 再结合现在
的宜居生活， 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进行规划。

杨贵庆坐不住了， 地方政府
官员也惊呆了， 原来乡村规划要
这么做，双方一拍即合，杨贵庆教
授团队以顾问身份进入沙滩村。

不是走马观花， 而是用脚一
步步踏遍村庄的各个角落。 洗得
泛白的布袋是他的“标配 ”：里面
尺子、水笔、铅笔、白纸一应俱全，
随时可以画图……从规划之初 ，
他设计的调研问卷的问题从 “家
庭基本情况”开始，到“与乡镇的
联系频率”为止，设计问题 53 个，
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调研到
的 41 户居民，家家被问到 ，户户
有回音。 这些“笨”功夫，让杨教授
团队成了村民的“知心人”。

在杨贵庆团队的指导下 ，沙
滩村修缮房屋 41 间； 擦亮了 800
年的太尉殿， 兽医站变成游客中
心和文化礼堂， 卫生站变成同济
大学美丽乡村实践基地， 乡公所
和旧粮仓变成民宿， 恢复柔川书
院……修旧如旧的古建筑， 在被
注入新的功能后“复活”了。

古村落重焕生机

凭借着美丽乡村的优秀成

果，2016 年沙滩村开始投身乡村
旅游事业，发展生态经济。 80 亩
的四季采摘园、“柔川岁月”牌坊、
书吧、 茶吧……沙滩村实现了农
村经济结构的优化， 淘汰了产能
落后污染较高的企业， 形成了民
宿、农家乐等特色的旅游产业，并
且盘活了闲置的集体用地， 激发
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

老街的改造为沙滩村提供了

一批特色的店铺， 很多长年外出
的村民选择回村发展，米酒店、馒
头店、民宿陆续开业，整村的商业
氛围与人气也越来越旺， 老街重
现了旧日“风采”。 原先外出打工
的村民回来了， 还有不少外乡人
来安家，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仅
春节期间，村里经营麦鼓头（一种
烙饼） 的村民一天能赚 3000 元，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整个黄岩区， 很多村民都认
识杨贵庆， 喊他 “杨高修”（杨教
授）， 经常向他咨询规划建设意
见， 很多和杨教授合作许久的当
地农民团队也成了他半个学生。

这些年来， 杨贵庆教授拿着
这些犄角旮旯里的小项目， 乐此
不疲， 彰显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情
怀和责任。 自从他受邀担任黄岩
美丽乡村建设的“总规划师”后，
他还承接了乌岩头村、直街村、头
陀村、蔡家洋村、瓦瓷窑村等村庄

的乡村规划。
“杨教授不看金钱看事业，有

一颗中国教授的责任与良心 ，他
把对中国乡土文化和建筑的传

承、坚守当作自己的生命。 ”台州
市原市委常委兼黄岩区委书记陈

伟义曾如此感叹。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是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杨贵庆说：“小康中国应该是
城乡共享协调发展的小康，我们就
是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

振兴人才。”而黄岩，正在成为一所
培养振兴乡村人才的大学院。

2018 年 2 月， 同济大学与黄
岩携手共建全国首家 “乡村振兴
学院”，杨贵庆担任该学院执行院
长。 同济大学为乡村振兴学院备
好丰富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 ，
组建了一支由 11 名同济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和 21 名 “乡土专
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发出乡村
生态系统、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空
间布局、全域旅游发展、美丽乡村
建设等 20 多个课程，形成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美丽乡村建设
等 4 大系列、多个特色培训班次，
基本覆盖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人员

培训与教学需求。
2019 年， 沙滩村的一张照片

登上了联合国人居大会发布的报

告封面， 报告希望通过结合建设
原则与案例介绍， 为长三角的乡
村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并为国
内和国际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杨贵庆和他的团队认为 ，乡
村振兴与文化的传承， 是一个全
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 以乡村振
兴为主题，可以推进全球对话，找
到中国乡村振兴的全球坐标 ，构
建出话语与传播体系， 让全世界
认识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

价值。
这是杨贵庆的梦想， 希望有

一天中国乡村振兴能成为全球乡

村治理的样本。

“手指不要抓弓太紧 ”“用小
臂轻轻带动手腕” …… 周末，河
南驻马店市确山县提琴产业园

内，传来阵阵悠扬的琴声，平稳的
钢琴声配合着小提琴音， 合奏出
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32 岁的音
乐老师张婷婷一边打着拍子 ，一
边给孩子们讲授提琴技法。

张婷婷出生在确山县双河镇

的农民家庭，从小喜欢音乐，可在
她印象里， 当时就读的小学里唯
一的乐器就是一架脚踏琴， 整个
镇也没有一家琴行。

曾经，确山县的老百姓，也没
几个人熟悉提琴。 但如今，这里年
产提琴约 40 万把 ， 造出了中国
80%的手工制作中高档提琴。

农家山乡竟成了洋气的 “提
琴之乡”，这变化要从第一批丢下
锄头到北京提琴厂打工的确山农

民说起。
王金堂就是其中之一。

出生在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

的王金堂，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的
经济来源仅靠着 8 亩贫瘠的山
地。 每年紧巴巴的收成，只能换来
一眼望不到头的苦贫。 1984 年春
天，16 岁的王金堂痛下决心，用一
袋麦子换来车票， 再揣上亲戚帮
衬的粮票，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绿
皮车”， 丢掉锄头当起了“北漂”。

“刷盘子 、工地搬砖 、蹬三轮
卖菜，啥都干过。 ”王金堂说，后来
经老乡介绍， 他进入北京一家提
琴厂当学徒。 靠着一股子韧劲和
拼劲，5 年后， 手艺日渐成熟的王
金堂开起提琴制造作坊。 后来，老
乡带老乡， 越来越多的确山人来
到北京从事提琴制作。

从农民到学徒再到制琴师 ，
“王金堂们”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
地。 “确山师傅”名气渐渐大了起
来，确山县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必
不可少的，不仅仅是阳光、空气，

还有音乐的芬芳。
从小在确山县长大的张婷婷

在高考结束后， 选择了外地的音
乐院校。 “每次回来都能发现变
化，县里和镇上的乐器行多了，谈
论音乐的人也多了， 甚至还会有
人向我打听学音乐的事情。 ”张婷
婷想不到， 当年那个连琴行都没
有的小镇， 已经成了外地人口中
的“提琴之乡”。

2015 年， 确山县规划建设了
600 多亩提琴产业园，对返乡创业
人员提供帮扶。 标准化厂房 、车
间、配套用房可免费使用 ３ 年，并
开启相关手续办理的绿色通道 ，
在外能人资源开始转化为本地发

展的独特优势。
随后 ，60 多位制琴师先后回

乡创业， 一些提琴生产企业也陆
续将生产线搬回到确山。 目前，确
山当地可以出产的提琴相关产品

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相

关配件等超过 30 个系列、400 余
种型号，不少产品远销欧美。

“现在政策好 ，交通 、物流各
方面设施都很完善， 振兴家乡产
业，让家乡人富起来，是我们这些
在外的确山人一直惦记的事。 ”如
今， 王金堂的琴厂全部招收当地
农民， 已培养出 50 位手艺人，学
成的人又去带新人， 越来越多的
农民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提琴产业的发展， 让世界听
到中国的好声音， 也让这里的人
们生活更加富足。

48 岁的贫困户孙永清在提琴
产业园昊韵琴厂上班，在 40 多道
提琴制作工序中， 他主要负责材
料分类， 为不同种类的提琴挑选
合适的木材。

“我身体不太好，这个活不费
大力，不仅离家近，一个月还能拿
3500 块钱，顶过去一年的收入，这
样的好日子能敢想？ ”孙永清将手

边的云杉归好类， 习惯性地扶着
腰，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2019 年， 放下锄头的孙永清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如今，确山
提琴年产值达 6 亿元， 带动当地
2600 多人就业。

“物质生活富裕了， 精神生活
也充实了，音乐课已经成了各级学
校的标配，不少企业免费给学校提
供音乐设备，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
更多学习的机会。”毕业后，张婷婷
回到家乡做起了音乐老师。

提琴产业园免费提供设备和

场地，3 年来， 张婷婷一直利用周
末时间义务教孩子们学习小提

琴。 “只要想学， 任何人都可以
来。 ”张婷婷说，这样的生活，是她
小时候做梦都想拥有的。

“老一代做琴，新生代拉琴，这
日子可不就是节节高嘛。 ”王金堂
笑着说。

■新华社郑州 7月 8 日电

放下锄头，却拨动命运的琴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