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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浙江金华）数字游民基地

浦江数字游民基地由老工业厂区

改造而成， 分为大企业与数字游民共

创基地和开放式商业业态两个区块。

共创基地通过引入海尔海创会、 金茂

地产、奇瑞汽车、光大集团、蒙牛集团

等知名企业， 与数字游民共创幸福产

业。 开放式商业业态区块有酒店、餐

厅、共享厨房、沉浸式体验微剧场等多

种业态入驻， 服务于数字游民创客

生态。

会员制企业共享创客空间是通过

大企业共创基地赋能浦江本地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和生态资源连接， 用企业

定制的方式打造

"

数字游民

"

创意工

作者的叠加态方式。 数字游民创新工

作室

+�

基金商业模式是政府和大企业

会员联合举办“数字生活”和“乡村振

兴” 主题的创新大赛， 筛选创意和团

队，并在浦江进行命题孵化。

安吉余村

DNA

（浙江安吉）数字

游民基地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一个乡村

内，存在一个属于数字游民的空间，由

旧厂房改造的工作生活综合园区———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

DNA

）。 数字游民

公社采用全球通用的数字游民公社形

态，通过社群的力量，通过人的聚集，

为将来开放为数字游民社区做好准

备。 在这里的数字游民们是彼此的盔

甲，共融共容，努力建设并形成属于自

己的天地。

以开放、共建、共享为基本精神，

将利用互联网远程办公的具有高学

历、高收入、高专业技能的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中间有设计师、程

序员、自媒体人、网络作家等等。 这种集

聚的效应不仅仅是“加成”更是一种“裂

变”， 基地对外开放的一年半时间里，已

累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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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数字游民入驻， 带动

乡村创业项目纷纷破土而出， 为一个没

有旅游资源、 经济支柱的小乡村提供了

无限的可能。

光山（河南信阳）数字游民基地

信阳光山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地

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风景秀丽、人杰地

灵。

2023

年

1

月

1

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

正式开启运营。 该基地位于光山县南王

岗大别山乡村会客厅， 在原南王岗政府

办公用房、 老库粮仓和附近居民用房基

础上改造。 在这里人们可以同时感受到

历史厚重感和现代简约

Feel

。 共享办公

区、多功能厅、餐饮民宿区、共享图书馆、

咖啡厅、茶趣、民艺馆……无论是你想换

一种环境寻找新的灵感， 还是希望和一

群有趣伙伴收获美好回忆， 这里都是再

理想不过的空间。

光山数字游民基地将成为中原数字

游民网络的重要节点，链接创客、智库 、

企业和投资人， 促进在地创新生态的形

成。 通过场景化的空间提升盘活闲置资

产，植入多元主题化场景内容，打造共享

共创的未来乡村社区，以解决长期的、可

持续的运营问题， 同时为当地培育新业

态，拉动消费，带动经济向造血型转型与

发展。 两年内预计将有

2400

余个乡村创

客或团队来到光山。

（陶伟）

国内三大数字游民基地

“

60

多个合伙人和新经济项目落

地，

1200

多名青年常态化驻地办公，‘新

乡人’数量甚至超过了‘原乡人’。 ”浙江

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

成近日用这组数据向记者展示了余村的

变化。

两年前， 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

汪玉成走上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余村

招募“全球合伙人”的故事由此传遍大江

南北。 自余村“青来集”园区、数字游民

公社陆续开门迎客以来，“新乡人” 带来

了国漫咖啡、机器人研学基地、观星社等

新场景、新业态，整个村子更时尚、更年

轻了。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高山

村， 大蒜也没想到自己成了“咖啡搭

子”。 一年能卖出

7

万杯的大蒜咖啡，创

意就来自榜样青年社区负责人戴超与入

驻社区的年轻咖啡师。 一群住在社区的

数字游民、 创业青年还为高山村量身打

造了首届“春季大蒜季”，各式各样的踏

春活动让周末的乡村热闹非凡。

“一根网线走天下”，把工位搬到风

景里的数字游民，曾经颇受关注。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天津、云南、浙江、

四川、海南、安徽、广东、上海等地均已

布局数字游民社区建设， 当地政府以人

才政策持续加码， 吸引年轻人入驻。 如

今 ，许多年轻人成为“新乡人”，他们让

乡村拥有了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

一群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

乡村新业态不断“上新”

“数字游民公社和‘青来集’园区落

地，我们有了落脚的地方，还可以和一群

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生活。 ” 热爱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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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生卓莉之前在上海工作，经常骑

行路过余村， 却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

2023

年

8

月，她带着一份骑行俱乐部的

创 业 计 划 来 到 余 村 ， 一 待 就 是

500

多 天。

这是余村第一家骑行俱乐部， 在村

委会和公社的大力支持下， 公社附近的

一座破旧老宅被改造成“蓝房子乡野之

家”。 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卓莉和团队

成员一起，以余村为枢纽，开发出

30

条

骑行旅游线路，骑友们可以在村里用餐、

住宿， 离开的时候还能带走一份特产。

“参加活动的骑友们非常喜欢余村，以前

可能短暂停留就离开了，但现在，大家可

以选择在余村过个周末， 也可以累了坐

下来喝杯茶聊聊天，体验感不一样了。 ”

在她看来， 乡村要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

吸引力，“如果能够让年轻人暂时停下脚

步或经常前来，随着人越来越多，总会碰

撞出共创的机会”。

像卓莉一样的“新乡人”也改变了余

村的“原乡人”。 汪玉成告诉记者，余村

本地姑娘俞佳慧在看到乡村变化后也选

择了返乡创业，参加了“余村全球合

伙人”路演。“现在，俞佳慧不仅拥有

了自己的绿色农场，还建起一栋茶舍

民宿， 让游客在品味安吉白茶的同

时，体验乡村的闲适。 ”最近，

2025

年

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也已启动招募。

“

00

后”女生周溪选择入驻高山

村的榜样青年社区，是因为她所运营

的农耕类研学项目在这里落地了。

“我们开展插秧 、 收割水稻 、采

摘等农耕体验项目， 村委会和农户

都给予了充分支持和配合。 ”最近，

油菜花盛开， 她们组织亲子家庭走

进油菜花地、 认识蜜蜂 ， 村里养蜂

多年的农户成了老师。 小朋友们在

这里学到新知识， 家长们还可以直

接向农户购买土特产。 在社区居住

了半年多， 她觉得这里的年轻人已

经是一家人了，“正在开展的首届

‘春季大蒜季’就是大家一起讨论 、

创造出来的活动， 希望通过共同努

力，把它办得精彩有趣”。

去年年初，“

95

后” 数字游民梅

星宇了解到浙江省杭州市梅林村的

Qspace

数字游民社区后， 就从泰国

清迈回国了。“社区内测期间主打

AI

主题， 这恰恰是当时我想了解的领

域。 ”她说，“我们会不定期举行与职

业和旅居相关的分享会，比如，邀请

互联网公司的从业者向我们介绍

AI

的发展、分享

AI

图像研发、设计等。

大家也经常进行‘思想碰撞’，没准儿

就会互相启发，带来更多事业上的发

展。”借助杭州良好的营商环境，梅星

宇尝试了社区型酒馆的运营，也在不

断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位于四

川省资阳市临空经济区仁里村，负责

人潘潘希望能为“

i

人（指性格内向的

人）”打造一个舒适空间 ，让“大家来到

社区可以更好地与自己对话”。让潘潘觉

得高兴的是 ，社区主打“共创”，许多入

驻的年轻人自发办起了活动，“有人主动

分享创业经验， 有人为村里小朋友教授

英语， 也有自媒体博主在这里做起了数

字游民访谈……这是社区美好的地方，

是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数字游民社区作为“纽带”，让一群

年轻人共居、共享、共创，为乡村带来新

的经济活力、人才流入甚至技术支持，新

业态不断“上新”。

高山村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招

牌“大蒜咖啡”让更多年轻人加盟，共同

开启后备箱咖啡创业之路。戴超说，今年

年初， 他们和北京大学一支学生团队进

行合作，为大蒜打造了独有的文创产品。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所在的仁里村，

有了山顶咖啡厅、特色餐厅、宠物新消费

俱乐部、露营地和美术馆酒店，未来也将

有更多新业态推出。

数字游民变“新乡人”

社区建设、人才政策都要跟上

创办榜样青年社区之前， 戴超经营

过民宿，开设过研学项目，尝试过不少乡

村业态的产品运营。 与高山村“一拍即

合”， 恰恰是因为村里想发展新业态，而

他想探索“能否在乡村发展中实行合伙

人制度”。

“我们培养愿意前往乡村并且热爱

乡村的年轻人，将一技之长带到乡村，转

化成商品。 如果商品可以盈利并形成商

业闭环，我们还可以投资。 ”戴超发现，

成都的许多年轻人都考虑过去农村发

展，“体验诗和远方的生活”。 于是，他们

与村集体合资成立了公司， 将村委会旧

址改造成青年社区，既有咖啡厅、餐厅，

也有路演厅、会议室和共享办公空间等，

还有可供长期居住的公寓。随后，他们对

整个高山村的闲置院落进行了重新梳理，

使之成为年轻人的创业孵化空间。

“我们发现一些前来入驻的创业者只

有技术， 没有产品， 我们要帮助创业者梳

理产品、创建品牌，进行陪跑式孵化。 ”如

今， 许多院落有了自己的主理人。 戴超笑

称， 在社区共建过程中， 村干部们也在积

极学习市场化思维， 动员亲朋好友回乡发

展。“社区举办市集等活动时，会专门留出

摊位邀请村民参与， 随着周末客流量的增

加， 原来不愿意进行房屋改造的村民，也

在积极参与改造了。 ”

“利用乡村闲置空间构建可持续的乡

村生态社区， 营造出全新的青年返乡所需

要的生态与‘土壤’，才能持续为乡村带来

年轻人。 ”去年

12

月，丽水市委人才办等

九部门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

条措施》，全域招引数字游民。 借此机会，

徐仲选择在丽水市遂昌县湖山乡湖山街办

起了

Cohere

数字游民社区， 目前正在进

行第二轮内测。 他说：“通过社区的方式为

乡村聚集一群年轻人， 让他们为地方创造

更大的价值， 同时也获得更多回报， 这是

我们想要在丽水实践的。 ”

汪玉成也认为， 青年聚集的社区能够

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式，“他们的到

来能为乡村带来新的思想、 技术和创意，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多元发展”。 不过，他

坦言， 原来的乡村产业业态相对单一，在

公共服务水平上与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 较难满足数字游民和入乡就业创业青

年等群体在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需求。 为

此， 余村不仅打造了数字游民社区等载

体， 还持续迭代升级了人才支持政策，健

全完善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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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生活服务圈”系列

配套设施等。

在汪玉成看来， 要让数字游民社区长

期具有吸引力 ， 就要与本地特色产业结

合， 形成多元化的经济模式， 还要注重品

牌塑造， 为数字游民提供更多的合作与发

展机会。

“蓝房子乡野之家”正式运营后，卓莉

计划开启团队员工招募，“我们期待本地

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不仅惠及所有创业

者， 也能惠及创业团队的员工， 这样我们

可以招来更多年轻人”。 团队组建后，她还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扶持的机会。

参与了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的建

设， 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

涛谈到， 社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引

入数字经济、 艺术创作等新兴产业， 不仅

激活了乡村经济，还为青年提供了“工作

+

生活

+

社交”的复合场景。 他认为，数字游

民社区是乡村振兴与青年发展的交汇点，

数字游民需要长期发展的职业机会，“乡

村和社区要引入多元化产业， 为数字游民

提供共创接口， 只有产业扎根， 才能留住

人才”。 （孟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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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如何留住“全球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