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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打 算 给 这 座 桥 起 个 名 字

叫‘和气桥’，它是我与邻居们矛

盾的源头，也见证了我们的和好

如初。”3 月 14 日，在西溪南村西北

角的一座桥旁，来自福建的民宿投

资人林铭说。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为保持与

民宿风格的一致，林铭在未经村“两

委”同意的情况下，拆掉桥的铁质栅

栏，准备改建为水泥挡墙。有村民

发现后，将这一情况反映至村委

会。随后，西溪南村委会委员、调解

委员会主任刘行赶到现场调查。

“林铭觉得水泥挡墙比铁质栅

栏更安全，但是没有事先征求村

‘两委’及周边村民意见。”刘行说。

今年 1 月 6 日，刘行将当事双

方约至村“作退一步想”调解室。

调解中，刘行请村民们多支持村里

的文旅发展，同时也请林铭尊重村

民的意愿。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林铭负责将桥恢复原貌。“和气生

财，民宿‘五一’就要开业啦，以后

还有很多事需要村民们帮忙。”林

铭说。

西溪南村有民宿超过 60 家，

外来投资占三分之一。既要维护

村民利益，也要保护外来投资人的

权益——这是西溪南村“两委”与

一般村“两委”工作的较大区别，面

对相对复杂的工作环境，西溪南村

实现“善治”并非易事。

“以人才培养和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为抓手，村‘两委’聚焦做好

民生实事、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推

进乡村治理等，在群众中的威望越

来越高。”西溪南村党委书记吴志

明说，这几年，村里新发展的党员

年龄在 35 岁左右，7 名村“两委”成

员中，6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逐渐

在村里顶起大梁。

刘行就是其中之一。2021 年，

32 岁的刘行辞去在上海的工作，回

到家乡当起了“村官”。“家乡变化

太大了，在这里一样可以实现事业

梦想。”曾经习惯大城市的处事思

维，如今随着与群众打成一片，刘

行愈发“成熟”——农村鸡毛蒜皮

的事情多，不仅要讲理，更要讲情，

“要善于用群众的语言与群众打交道。”

3 月 13 日，西溪南村对部分墙体进行改造，将石磨、坛子等

具有乡村符号意义的物品嵌入墙内，一户村民认为“开门见磨”

不吉利，不让施工，与施工方僵持。“整条街巷都是老物件，不仅

好看，也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记忆。”刘行一边劝说村民，一边协调

施工方将石磨往旁边挪 20 厘米，与村民家的大门错开，此举既获

得村民支持，也保障了施工。

获得乡亲父老和外来投资人的支持，西溪南村“两委”靠

的不止是“嘴上功夫”。

评出“六好”示范户 52户，完成对 1119户农户、34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52 家信用民宿农家乐信息采集……2022 年以来，村里

通过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给“原住民”和“新西溪南人”送去

金融活水。

在西溪南村溪边街，有一家名为“溪边 55”的面包咖啡店，集

住宿、餐饮、文创于一体，是当地知名网红店。店主来自宝岛台

湾，2020 年在西溪南创业，后来受疫情影响，经营出现困难。村

里在信用评级时，把外来投资人和村民一视同仁，为“溪边 55”授

信 300万元，靠着信用贷，这家店再次“风生水起”。

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让乡亲们的口袋鼓起来，实现党建带

群建促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传统农业产业外，村“两委”还创办

“强村公司”，与徽州区浪漫红文旅集团合作，构建起“村集体+国

有企业+劳务公司”三方携手发展的运营模式。

“ 强 村 公 司 去 年 10 月 开 始 运 营 景 交 车 ，旺 季 一 个 月 就 有

20 万元收入。”吴志明说，强村公司同时运营乡村干部实训基

地，通过场地费、培训费、讲解费等创收，“实训基地还带动当

地农家乐、民宿的增收，扩大了西溪南的知名度，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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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江海

初春的西溪南，千亩枫杨林湿地开

始返青，斑驳的光影透过树梢倾洒而下，

枝头的点点新绿亮了春眸。

滩地上、水圳旁、街巷间，游客三五

成群踏春而来，感受徽州乡村的古朴和

宁静。

西溪南是黄山市徽州区的一个千年

古村落，枫杨林湿地、村落水景观及水利

文化遗产，与粉墙黛瓦的古民居交相辉

映，被游客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西溪南，成为

乡愁中国的美学样本之一，不能不提到

俞孔坚和他的“望山生活”团队。

俞 孔 坚 在 哈 佛 大 学 获 得 博 士 归 国

后，担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首任院长，一直梦想有一个开展沉浸式

教育的教学科研和实践基地。2014 年 9

月，经友人介绍，俞孔坚教授带着团队到

访西溪南，找到了寻梦多年的诗意绿洲，

开启了思索已久的“望山生活”实验。

“望山生活是一种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理念，是生态

文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俞孔

坚说，这种理念强调利用乡村的生态与

文化资产，设计创造高品质的生态和文

化产品，推动全社会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转变，实现生态价值的转化。

于是，西溪南成为俞孔坚和他的团

队探索“望山生活”模式的首个实验地。

从 2016 年起，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

学院在西溪南开设研究生课程“乡村与

农业景观规划设计”，成立海绵城市实验

室，开展“基于自然的乡村振兴理论与实

践”学术研究。目前，团队已发表以西溪

南为案例地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7 篇，国内

外期刊论文 10 多篇，吸引了来自国外高

校近千位师生前来研学，推动西溪南成

为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小镇。

在西溪南“钓雪园”民宿内，有一面

郁郁葱葱的植物墙，数十种当地的自然

植物蔓延墙上，为室内平添了绿色和生

机。这面“会呼吸的墙”是俞孔坚探索生

态栖居生活美学的微观缩影。“这面墙实

现了雨水的循环利用，形成净化空气、调

节温差的小气候环境。”俞孔坚说。

从学术探究到乡村实践，俞孔坚和

他的团队一头扎在西溪南，遵循“保育本

底、植入激活、新旧共生、与民共荣”理

念，利用专业所长帮助镇村编制保护和

发展规划，利用村里闲置的粮库和小学，

成立了专注生态环境教育的望山学院、

从事艺术乡建设计的土人学社，开展国

际 化 乡 村 设 计 人 才 培 训 和 艺 术 乡 建 实

践，并创办西溪南最早的乡村民宿，建设

国际艺术家走廊项目。目前，望山学院

打造的具有徽州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

被 中 国 科 协 在 共 建“一 带 一 路 ”国 家 推

广；西溪南生态营地获评安徽唯一的国

家级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西溪南

乡村振兴教学基地被北京大学和教育部

作为案例教学样板。

在“望山生活”理念的影响下，西溪

南的原住民和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乡

创 客 ”一 道 ，共 同 打 造 诗 意 栖 居 的 慢 生

活，建成民宿 60 多家。西溪南村党委书

记吴志明介绍，2015 年以来，村里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新创意人才近百人，

吸 引 社 会 投 资 2.6 亿 元 ，打 造 了 文 化 交

流、研学实践、生态康养、摄影写生、艺术

文创等多种业态，成为全国市长研修学

院乡村振兴教学基地。去年，西溪南接

待游客超过 60万人次。

“西溪南是自己最爱不释手的一本景

观之书。它章节分明，有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智慧，也有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遗

产，值得保留、再生、发展。”俞孔坚告诉记

者，“望山生活”是推进遗产村落保护和复

兴、助力乡村振兴的一种探索，是集诗意

栖居、生态优农、自由行旅、研学启智、艺

术文创“五位一体”的一种乡村生活方式，

也是政府、村民和投资者共同参与、共建

共享的一个乡村振兴平台。目前，西溪南

的“望山生活”实验，正在北京、河北、江

西、云南、浙江、海南等地推广。

一位北大教授的一位北大教授的““望山生活望山生活””实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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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住民和乡创客双向奔赴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