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藏在郊野的“世外桃源”

在昆山市淀山湖与锦溪古镇之间，顺着锦商公

路，拐入两旁铺满香樟树的乡野小道，沿着绿荫指引，

忽地进入一处豁然开朗之地，这里便是计家墩了。

走进这座以“理想”为别名的村子，最先映入眼帘

的是漫无边际的稻田。这个时节，水稻正褪去青绿，

逐渐染上嫩黄，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亮得十分

扎眼。漫步其中，稻穗随微风摇摆，稻香在

空中飘散，让人洗去了路途的疲惫，觉

得神清气爽。

新鲜的是，稻田间还有一只

“庞然大物”——计家墩的吉祥

物“墩墩”，一只用稻草扎成

的鹅。无论四季轮回、昼

夜交替，还是烈日当头、

刮风下雨，它都“尽

职”地陪伴着稻田，

默默守护着这

座宁静村落。

虽 然

经过一

系

让“理想”照耀田园，去追寻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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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计家墩，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其中，是个失去活力的“空心村”。但风风雨雨

中，计家墩并没有停止发展脚步，而是向着美好新生活飞奔，更有了个充满希望的别名——

“理想村”。渐渐地，水乡美景与特色产业在这里交融，绘就出一幅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理想”乡

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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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开发改造，但这里仍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

乡特有的温婉模样：成排的农家小院粉墙黛瓦，错落

有致；三四条河流穿行其中，静静流淌；一座座拱桥卧

在河面，“亭亭玉立”……

而顺着河边小道行走其中，视线总会被不期而遇

的小美好吸引。大野芋、百日菊、蓝花草……叫得出

或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点缀在路两旁，给古朴的

村子平添一份五彩斑斓；清澈的河面上，间或游过一

群悠哉的野鸭或是白鹅，时不时有调皮的小鱼跃出水

面，亦或是偶遇一只低头饮水的软萌羊羔……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卷也在这里徐徐展开。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来到计家墩的人们，大概都会惊叹一句，这就是陶渊

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吧！不过也有不同，这里一半是烟

雨江南，一半是现代风情——不仅能欣赏江南水乡的

原始风貌，还能享受现代化的舒适生活：咖啡馆、书

店、酒吧、特色民宿，功能不同的现代业态在这里汇

集；溜猫狗、喝咖啡、品美食、做手工，人们在这里体会

生活的小确幸……

总之，在计家墩，没有逼仄里的喧嚣，没有麻木中

的忙碌，一切都欣欣然充满了生机，心境慢了下来，时

光也慢了下来，理想的乡村生活悄然绽放着。

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子
“空心村”华丽变身“理想村”

“河里有鱼虾，稻田白鹭飞。”这是如今许多人眼

中的计家墩。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风景优美、生活

悠闲的网红村庄，曾经竟是个差点从地图上消失的

“空心村”。

“过去计家墩基础设施很落后，得走着泥路去隔

壁村子上学，一到下雨天路况更糟糕，道路泥泞不说，

若是骑自行车车轮还十分容易卡死。”计家墩村党总

支书记周青回忆道，“不仅如此，村子里产业也非

常单薄，村民世世代代都以种地务农为生，

这也导致村民收入来源少，生活

水平自然也就低了。”那

些年，锦溪镇还流

传着这样一句

话——“三张

一计，产量最

低”，这其中的

“一计”说的就是

计家墩了。

而随着城镇化

进程加快，村里

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进城谋求工作机会，只有一

些老人留在村庄里，计家墩成了“空心村”的代名词。

2010年，计家墩被纳入镇里的非保留村庄名录。随

后的几年，又陆续有村民动迁，村子里的人烟愈发稀

少了。

转机发生在2015年，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计

家墩开启了蝶变之路。“计家墩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

乡，离上海与苏州市区又都很近，环境与区位优势都

十分明显。不过考虑到周围已经有古镇，锦溪镇政府

结合村庄特点后，最终决定保留村庄原生风貌的基础

上，以特色民宿集群为载体，规划实施计家墩‘理想

村’项目。”周青介绍。

首先进行的是整村改造。道路建设、河

道清淤、农田整治、景观提升……一系列

综合治理后，计家墩更加美丽了，有风

吹稻浪，有鸡犬相闻，有小桥流水，

有炊烟袅袅，有万家灯火，所有江

南水乡的美好特质都尽显其

中。

好环境引来“金凤

凰”，一批又一批特色

休闲旅游企业在

这 里 扎 根“ 筑

巢”，目前计

家 墩 已

初步形成民宿集群、特色餐饮、文化展览、手工体验等

超过30家业态集聚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凭借如诗如

画的风景，以及特色产业加盟，计家墩不仅恢复了生

机活力，还华丽变身为网红景点，每年吸引近20万游

客前来打卡。2020年，计家墩还被评为“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如今，计家墩的乡村振兴理想、创业者的创业理

想、都市人的归隐理想……都在这座“理想村”中汇

聚。有了理想，也就有了追梦的勇气与动力，周青表

示，“未来，计家墩将整合村庄周边资源，推出农田小

火车、水上游线、亲子休闲乐园等更多特色项目，进一

步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汇聚八方才，共筑理想家

漫步在计家墩的民宿核心区，随处可见白墙青瓦

的苏式建筑，乍一看相似，走近细瞧，却是各有特色。

以音乐为特色的音乐家民宿，以陶艺为特色的陶庐，

以木工为特色的爿木艺术空间……“理想村”项目开

启后，这几年，不少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纷纷来此

创业，带来了人气与活力，各种艺术气息也在这片土

地生根发芽。

爿木艺术空间创始人柴松郎就是其中一员。秋

日的暖阳倾洒在户外的木桌上，柴松郎正与朋友一边

做着木工，一边畅谈着今后的工作计划。这种看似度

假、实则工作的状态，让柴松郎觉得无比舒适放松。

“做木工一直是我的爱好，女儿出生后，我想为她

做一些木制玩具和生活用品，不过受限于当时的环

境，渐渐地我发现时间和空间都不太够用，便想寻找

一处更理想的住所，过更理想的生活。”2016年，在上

海从事咨询管理工作的柴松郎，偶然走进了计家墩，

一下子被眼前古朴的水乡气质以及新颖的项目理念

所吸引，决定在这里创办爿木艺术空间。

6年时间过去，柴松郎的“理想”早已在这片土地

开花结果：一家三口在这

里尽情享受

惬 意

的 乡 村 生

活；做木工也从爱好变成职业

之一，甚至成为了民宿的特色

招牌。“生活、工作、爱好……

在这里相互融合，计家墩确实

是一个理想天地。”

与柴松郎相同，能够尽情挥洒才华、能够

欣赏山水田园、能够兼顾工作生活，是许多创业者

“情定”计家墩的原因。也因此，短短五六年时间，已

经有近百位创业者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追寻诗

和远方，追寻心中的“理想”生活。

当然，受益的不只有创业者，还有

当地的原住民。周青表示，民宿产

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用工

需求，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

就业问题。而针对文化水

平较低、年龄较大的村

民，计家墩村还为他们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乡村新生活。

“目前每年能帮

助 70多位村

民实现就

地 就

业，增收200余万元。”

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小乡村，到如今小有名气的

网红打卡地，亲眼见证家乡巨变，周青感慨万千，“如

今，在计家墩，不管是原住民、新住民，还是游客，都能

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创业

力量在计家墩扎根，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活力。”

计家墩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