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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他们既是规划师，又是宣讲员，既要懂农业技术，又要玩转市场营销，还

得操心如何强村富民……这些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六边形战士”，被称为农业经理

人，也叫“乡村

CEO

”。 谈及该群体，大家或已不再陌生，近年来，全国多地广发“英雄

帖”招募“乡村

CEO

”，大批有为青年返乡入乡，到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拳脚。

然而当喧嚣归于沉寂，问题也逐一呈现：单枪匹马如何破局？ 外来和尚怎么念好

本地经？ 乡村运营到底该如何持久？

2023

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启动“浙江千名乡村

CEO

培养计划”。 同年，奉化区

作为宁波市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募乡村运营师（团队），基本年薪

20

万元，再算上奖

励，

5

年总收入最高可达

400

万元， 一度引发社会热议。 一年多过去了， 这些“乡村

CEO

”发展得怎么样？

乡村运营师张小晨：

“耕耘”乡野

种下“诗和远方”

伴着清晨的阳光， 张小晨迎来了新一天的忙

碌。 奔波辗转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的

各种事项活动之间，并没有让她感到疲惫，反而带

给她的是持续不断的新鲜感。“我在鞍山村找到了

生活与工作的巧妙结合点。 我在为村里打造新业

态，村子也给了我全新的体验。 ”张小晨笑着说。

今年是张小晨在鞍山村工作的第

7

个年头。

2018

年， 张小晨结束了她长达

11

年的建筑师工

作，转而奔向了大有可为的乡村进行创业。设计专

业出身的她，一眼便相中了鞍山村的自然环境，带

着团队租下了村里

5000

余平方米的集体物业，经

过一番设计、修缮、改造，将老厂房被改造成了民

宿、工作室，以及部分具备基础配套的公共空间，

绿水青山间的乡村蝶变也由此徐徐展开。

这些年，随着乡村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和发展，

催生了不少新兴职业， 乡村运营师就是其中的重

要一员。在参与鞍山村改造的过程中，“农创客”张

小晨渐渐被赋予了“乡村运营师”这一新的身份标

签，她对鞍山村的运营发展也就有了更多新的

思考。

乡村发展，只有美丽风景可能还不够。“一定

要开辟新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这是张小

晨和鞍山村党总支书记邬明忠达成的共识。 在邬

明忠为鞍山村打下基础、搭建平台的前提下，张小

晨运营乡村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通过多年持续不断的村企合作， 张小晨团队

进行了“设计、施工、招商、运营”的乡建一体化探

索，最终形成了一个“人文聚落”，先后引进构城

?

安屿人文民宿、 一尖设计学院、“是啡” 咖啡与生

活、 遇宅子软装艺术工作室、 宁波绿立方景观等

21

个设计、艺术相关的工作室，吸引集聚了各类

青年文创人才

110

余人， 带动村民就业

40

余人，

总产值逾千万元。

“项目经历了从‘单点设计师民宿’到‘单一

型文化园区’，再到‘工作生活复合型社区 ’的转

变， 现如今， 来这里的市民朋友不仅仅是乡村游

客，还成了落脚乡村的创客。”张小晨说，这样的转

变，不仅给村庄带来了持续的活力，还实打实地为

村级物业效益提升、村民就业、农副产品销售等带

来了助力。

自去年以来， 张小晨团队还参与了村容村貌

的设计提升，秀子庄美丽庭院、鞍山村党群服务中

心、游客驿站、直播馆、共富馆等多个点位都有着

她们的设计痕迹。 在她的参与运营之下，鞍山村的

风景越来越美，业态越来越丰富，研学打卡的学生

团队和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也越来越多。

在人文聚落的入口处， 张小晨新设计了一块

大型展板，以“人生即体验”的标语代替了传统的

招商字眼， 仿佛在向来往游客诉说着她对乡村生

活的满满热忱。“乡村运营建设这份工作，让我的

精神世界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我非常喜欢和享

受这种工作生活一体化的状态。 哪怕现在每天都

很忙，但我忙得快乐、忙得充实、忙得有新鲜感，可

以说是乐在其中。 ”张小晨如是说。

走在鞍山村的主路上，时常会看到这些景象：

有结伴而行的背包客在农家乐品尝农家风味、有

三两好友相约打卡乡野咖啡馆、 有国外友人在共

富工坊内选购农特产品、 有游客在农场里体验采

摘、 更有大学生在村里绘画写生……一幅农文旅

融合的美丽乡村画卷跃然于眼前。

眼下，鞍山村即将开启未来乡村建设，对此张

小晨早早就开始了她的前期调研， 包括环境如何

进一步优化、停车场如何开辟新址、老民宅如何挖

掘潜在价值、村河南岸如何引进新型商业等，张小

晨都一一制定了详细的规划设计。“我会把这些想

法跟村里沟通，争取借着未来乡村建设的东风，为

乡村注入新活力，让鞍山村锦上添花，业态发展更

上一层楼。 ”张小晨说，辛勤“耕耘”后的鞍山村，

已然成为了她的诗和远方。 （陈金莲 庄源）

乡村运营如何“破题即开跑”

———宁波市奉化区引育“乡村

CEO

”有三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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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广招严选

挑对人才很关键

在“乡村

CEO

” 赛道上，浙

江探路者众多。事实上，加入者络

绎不绝，退场者亦屡见不鲜，很多

人一腔热血而来， 却黯然神伤而

归。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

基层政府而言，招引“乡村

CEO

”

早已不是难事， 关键在于如何培

育，让他们长久留下来，并真正发

挥才能。

奉化在前期已深度调研过

一系列“痛点”，该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的招募不

是“海选 ”，而是广招严选：一方

面 ，相比较引入“外脑 ”，更倾向

于培养和挖掘本土人才； 另一方

面，坚持“好团队优先、大公司优

先、大投资优先”三条原则。

在西坞街道金峨村， 这里的

运营团队来自央企“巨头”中铁建

城发商管公司， 自

2024

年

4

月双

方“联姻 ”之后 ，很快进入“甜蜜

期”，成果不断：成功吸引了

10

余

名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

人才扎根于此，为村级集体经济带

来超

180

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每个村情况不同，招贤纳士各

有其道。 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则

更青睐一直扎根当地的“奉化江”

团队。 村党支部书记陈伦坦言，这

个团队土生土长， 熟稔村情民情，

并在直播电商、宣传策划等方面经

验丰富， 加上双方理念高度契合，

无须多少磨合，就迅速打造出“和

美金溪共富工坊”， 红红火火做起

了奉字号“土特产”文章。

优先挖掘本地资源，并不意

味着对“外来的和尚”紧闭大门，

关键是怎么挑对人。 溪口镇栖霞

坑村的“乡村

CEO

”陈琳琳就来

自福建，

2018

年底机缘巧合来到

村里，果断卖掉老家房车，拉着发

小和朋友一起到栖霞坑村创业，

一待就是

6

年。因此，一伙人早就

是“新村民”。

2023

年，陈琳琳正式挂帅成

为“运营官”。 身份一变，视角完

全不同。她坦言，过去只需运营好

自家“一亩三分地”， 现在有了

“乡村

CEO

”的头衔，就得把目光

拓宽至整村发展， 必须要跟村集

体以及老百姓搞好关系。 为了更

好融入村庄，她连续举办“雀神大

赛”“地瓜王争霸赛” 等活动，给

村庄祠堂捐音响， 还计划在村里

办一个乡村大食堂。

当然，对村民而言 ，最大的

认可来自“腰包儿”鼓起来。 随着

陈琳琳把民宿、餐厅、美学工作室

等新业态相继落地， 栖霞坑这个

古村落的客流量也被不断引爆。

去年旺季时， 小村最多一天涌进

了

3000

多人。 有人气，何愁没钱

赚？有的摆起小摊卖水，有的烤起

土豆和芋艿， 有的吆喝自家晾晒

的农副产品， 还有的开起了农家

乐……村里一间农家菜店铺 ，此

前年营业额只有

3

万元，

2024

年

流水进出近

30

万元。

因地制宜

找准定位选对路

一如在“乡村

CEO

”的人选

上深思熟虑， 奉化对每个村的发

展定位，亦是反复斟酌，不轻易落

笔。考虑到并非村村都能搞运营，

该区也是综合考量乡村特色、村

庄环境、 干部能力等因素， 按照

“村社自我推荐、 镇街初核申报、

区级实地踏勘”程序，先树试点。

目前，已有

12

个村庄签了“如意

郎君”。 对这

12

个村庄， 奉化一

村一策，根据各自特色，找到合适

路径。

西坞街道庙后周村的“乡村

CEO

” 邬彬旭本是一名陶艺达

人，同时也是奉化区非遗传承人，

上任后从老本行入手。 他惊喜地

发现，村里拥有古砖瓦烧制技艺、

陶器制作技艺、 宁波汤圆制作技

艺三张“金名片”， 大伙儿一合

计，决心就打“非遗牌 ”———激活

闲置农房，打造非遗共富工坊，开

发文创产品，将市集、美食、游玩

业态有机串联， 形成吃喝游玩乐

的精品文旅线路。

说干就干， 邬彬旭把村里原

来的破旧废弃仓库整装一新，改

建成了古色古香的非遗体验基

地，联动古砖瓦烧制技艺基地、邬

陶工坊、“王妈汤圆” 非遗基地，

并链接自己的文化资源网， 引入

优质研学课程。果然，原本冷冷清

清的基地，一下火热起来。就像一

块磁铁，非遗越聚越多，今年，村

里计划再引进

6

至

7

个非遗项

目，进一步擦亮“非遗主题村”的

招牌。

几乎不约而同， 这些“乡村

CEO

”走马上任 ，当务之急就是

为村子找准定位。 尚田街道鸣雁

村的“乡村

CEO

”黄君琳从村名

入手做文章，演绎成“烛红束薪，

鸣雁于归”，于是建了一座小型婚

俗文化馆，带领村民推进“芍药花

海”项目，以中国式美学场景为底

色，以中国文化故事为线条，目标

打造成“一站式”婚庆服务基地。

另外，喝了多年“洋墨水”的

海归女硕士王韩含， 自从成为大

堰镇谢界山村“乡村

CEO

”后，把

突破口放在做大民宿品牌， 打造

农文旅特色

IP

上。 她的做法是，

为村子量身打造以“唐诗文化”为

主题的解谜之旅， 把古人谢灵运

作主线， 让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

诗酒文化、 六艺射箭等传统中国

文化。

“我们之所以引导‘乡村

CEO

’因村制宜，走特色发展、差

异发展之路， 就是要使得运营和

招商有的放矢。”奉化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挑准人后选

对路很关键， 因为这决定了接下

来要运营什么，不仅方向明确了，

给消费者的印象也是清晰的，所

有工作也有了“定海神针”。

资源赋能

扶上马后送一程

一年多来，

12

个签约运营的

试点村成效显著：吸引了

63

名专

家进驻 ， 累计促成落地项目

37

个、总投资

8300

余万元，带动村

集体平均年增收

60

万元，帮助解

决闲置劳动力就业

1600

多人次。

细细探究 ， 之所以每位“乡村

CEO

”都干得热火朝天，秘籍在

于奉化打好“三张牌”。

奉化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为了让“乡村

CEO

”能够大展身

手 ，首先是“政策牌 ”，解决最难

过的“钱关”。 此话怎讲？ 根据规

则，他们签约后有

3

年孵化期，除

了每年

20

万元的底薪，还会依照

村集体经济的实际增收， 按比例

给予奖励。除此之外，区里还推出

“农业创业贷”等

6

款惠农金融产

品 ，授信达

19

亿元 ，以“真金白

银”破解钱从哪来的问题。

第二张是“服务牌”。对此，奉

化 专 门 成 立 了“乡 村

CEO

联

盟”， 变孤军奋战为抱团取暖，经

常性开展“共富围炉会”等交流活

动，有啥好经验、有何好资源，互

通有无，甚至遇到了挫折和困难，

也有人互吐衷肠、携手共进。

对于这种组织带来的温暖 ，

王韩含感慨万分， 每次参加完集

体活动，都直呼受益匪浅。 比如，

针对如何利用互联网吸引流量的

现实问题 ，一场“头脑风暴 ”后 ，

就启发了她探索“线下引线上”反

向营销导流， 以及达人探村等解

决方案，果然引来了网络流量。

第三张牌就是打好“合作

牌”。 乡村运营并非简单办活动，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方面

的资源支撑，光一个“乡村

CEO

”

自然难成事。 对此， 奉化不遗余

力，借助高校智库资源，成立浙江

农林大学季宗富乡村运营研究团

队奉化工作站， 通过举办运营方

案赛马比武、主题沙龙、实践能力

提升实战培训等系列活动， 推动

校地之间良性互动、 村庄之间共

同成长。

（朱海洋 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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