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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春天爸爸给女儿春天
（化名）做的树屋，也是一个露天
影院，可以看电影、看星星。”11
月18 日，在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
侯沂庄村，朱墨燕介绍自家小院。
  初冬的小院，绿意不减，柿子
树、石榴树上仍有果实挂在枝头，
爬藤植物正处于“野蛮生长”的状
态。三年前，这里还是朱墨燕婆家
的一处废旧鸡圈。她脚下的水泥圆
墩小路，是丈夫钟学斌亲手浇筑
的，顺手撒下了满院的草籽。
  回村三年，朱墨燕一家三口不
仅与农村更加“相融”，也在尽所
能让更多人走进乡村、爱上乡村。

爆改废旧老院

建起乡村绘本馆

  钟学斌介绍，2020 年，他读到
一篇描写“半农半X ”生活方式的
文章，让他这位在农村土生土长的
80 后瞬间被吸引。彼时，夫妻俩在
临沂市区已经营网店十年之久，收
入稳定但生活平淡。
  说走就走，夫妻俩决定带女儿
到老家，体验一下春播秋收的田园
生活。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
术专业的他们，决心亲手打造出心
目中的院落和温馨舒适的家。
  朱墨燕介绍，他们运来了一个
6 米长、 2 . 9 米高、 2 . 5 米宽的集装
箱，切出了门和落地窗，然后动手
打磨生锈的钢板，刷上白橙相间的

油漆，还在内部铺上了木地板。
  记者到访时，阳光透过落地窗
洒满了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
屋。一面大大的书柜被摆在了最醒
目的位置，一张上下床紧邻落地
窗，拉开窗帘便是满眼的绿色。
  钟学斌说，女儿的小伙伴们总
喜欢来家里爬树屋、荡秋千、读绘
本，久而久之，夫妻二人决定———
为这些孩子打造一个绘本馆！
  2020 年 8 月，绘本馆在打通的
三间主屋动工，在邻居的热情帮助
下，一个月便打造完成。钟学斌通
过村中的喇叭广播了绘本馆开馆的
消息，得到了村里孩子们的热情
呼应。

春天家的绘本馆

成村娃“秘密基地”

  “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认识世
界的渠道，很有意义。”朱墨燕
说，事实上，篝火前的畅聊、月光
下的露天电影以及亲手种的新鲜果
蔬……生活里的很多小事都让她觉
得充满意义。
  “如果将这些内容分享到网
上，是否能刷新一些人对农村的认
知，让他们向往农村？”带着这个
想法，朱墨燕开始拍摄、剪辑、配
音，运营着账号“春天的一家”，
短时间内便收获了十几万粉丝。
  “半农半X ”理念中，“农”
指亲手栽种稻米、蔬菜等农作物，
以获取安全的粮食；“X ”指从事
能够发挥天赋特长的工作获得收
入，并且建立个人和社会的连接。
朱墨燕说，短视频让她逐渐找到了
那个“X”。

  “网上问得最多的，就是教
育问题。”朱墨燕说，女儿今年
升入了村小一年级，他们毫不担
心 教 育 质 量 ， “ 现 在 的 农 村 学
校，老师认真负责，‘硬件’更
是跟得上。”
  “也有网友说，羡慕我们‘躺
平’。”钟学斌说，在他们的理解
里，回村并不是“躺平”，而是探
索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想要
以乡村生活为载体，通过短视频传
达的生活态度。

埋下一颗

热爱乡村的“种子”

  “网络上，大家都说我们的视
频很有正能量，我们就思考，是否
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拓展？”看到回
村后更加活泼外向的女儿，夫妻俩
想到了开设“自然课堂”，并于今
年5月对外发出了首次“邀约”。
  钟学斌家里种着小麦和水稻，

他就带着孩子们到田地里体验小麦
收割、脱粒，变成面粉、面条；钟
墨燕则将孩子们亲手采摘的蔬果做
成三明治、寿司，做成各种美食；
茶余饭后，他们带着孩子们到田间
地头讲绘本，聆听鸟叫虫鸣……到
了秋季，则有“秋天的颜色”“万
圣节”等时令活动。
  “有时，课程结束后，家长会
提出下次来当志愿者。”钟墨燕笑
道，“大孩子”们也在这里找到了
自己的童年回忆，数月里，他们已
经接待了近千名孩子和家长。
  夫妻俩表示，在开设自然教育
课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另一
个“X ”。“将自然教育做下去，
未来开一个小型家庭农场，给更多
孩子心里种下热爱乡村的种子，吸
引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建设乡
村。”钟学斌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周 桐
      通讯员 董 青

为乡村娃建起绘本馆，为城市人直播“半农半X”

“春天一家”回村，办起“自然课堂”

在春天眼里，照顾这么多蔬果和花草，并不容易。 朱墨燕在讲解花生是怎么来的。

  11 月 22 日，在无棣县柳堡镇
赵王圈村，无棣县阳光养护院的
工作人员正在与付金真老人玩
“翻花绳”游戏。
  近年来，无棣县民政部门不

断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以“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为依
托 ， 打 造 “ 3 0 分 钟 路 程 服 务
圈”，通过购买第三方专业社会
养老服务，每月为全县经济困难

老年人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实现了特困供养
人员服务的全员化覆盖、优质化
服务、兜底化保障。
  （蒋惠庆 李冰 摄）

  11 月 19 日，周末，广饶县李
鹊镇研学小镇又迎来一批研学的
客人。在这里，吃、玩、学、赏
全 方 位 体 验 。 在 “ 水 上 项 目
区”，有水上高尔夫、草船借箭
等项目；在“拓展训练区”，丛
林穿越、龙洞脱险等项目新颖独
特；在“农耕体验区”，有种植
蔬菜、喂养家禽等活动……
  研学小镇是李鹊镇今年重点
打造的10 个乡村振兴项目之一，
投资2500 万元，整合了赵家庄伏
击战史迹馆、木子庄园产教融合
基地、盛源蔬菜合作社、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等 15 处文旅农旅资
源，辐射周边15 个村庄，打造集
教育教学、文化传承、农旅体
验、劳动实践、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研学小镇，为全县及周边地区
群众研学游、近郊游、休闲游服
务，带动全镇旅游经济发展，促
进村民就业，增加群众收入。
  “红色”是大王镇刘集后村
的亮丽底色。该村围绕红色资源
和生态产业做文章，创办起红色
刘集现代农业合作社，整合周边
荣庄、北张淡等6个村的近300 万
元资金，建设了一处集旅游、观
光、采摘休闲于一体的生态采摘
园，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50 万
元，每名村民每年增收近 300 0
元。在大王镇刘集后村生态采摘

园，一位游客说：“你看这满眼的翠
绿衬着火红的西红柿，太喜人了。”
  在花官镇绿驰热带水果采摘
园，游客们正三三两两手持剪刀采
收火龙果。“火龙果属于热带水果，
原产地在中美洲，生长的适宜温度
是 25℃— 35℃……”采摘园负责
人靳双进在讲解。去年，采摘园获
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开发了拓
展游玩、动物观赏、特色餐饮等项
目，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渠道，通过
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带动线上
销售，粉丝达到10 万人，火龙果
卖到了全国。
  在广饶县，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入推进，一个个小乡村逐
渐以“旅游+”焕发出朝气和活
力。该县围绕农业与文化、旅
游、畜牧、康养、科技等相融
合，建设峰源康养小镇、阳光奶
牛小镇等新业态项目，促进农业
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成功
创建为山东省“新六产”示范
县，打造市级以上“新六产”示
范主体25 家。
  目前，全县拥有国家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12 家，省级旅游强
乡镇3个，省级旅游特色村4个，
省级景区化培育村庄 4 个，乡村
旅游景区建设初具规模。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 峰
通讯员 高海涛 谭 芳 刘福春

老来有“乐”

乡村能研学
广饶“小镇经济”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