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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有文化、见识广、善经营、

懂管理，对时下的新风尚、新理念、新

模式，往往具有更强的领悟能力和落

地能力。无论是基层治理还是产业发

展，在新时代中，农村需要更多有知

识、有技术的青年人才来助力。

年轻人群体，普遍都有着“情怀”

和“理想”，也更讲究追求个性。大沥

有着27个农村社区，每一个都是闪亮

的“珍珠”。而大沥也正着力打造各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点，通过“以点带

面、串珠成链”的方式，描绘一幅乡村

振兴的新画卷。

无论是大镇的朝阳花海、浅沙涌

公园、星级公厕，还是凤池的凤东公

园、村史馆、乡村振兴馆，如今大沥镇

内的不少社区都展现了一幅现代化新

农村图景。而越来越“有文化”“有实

力”“有个性”的大沥乡村,对年轻人的

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水美景美的环

境，吸引的不只是游客，还有越来越多

来此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带来开阔的

眼界、丰富的知识、充沛的活力，带着

对未来的憧憬投身于乡村发展当中。

如今在大沥，越来越多的城乡青

年开始将自己对乡村的向往转变成行

动。带着拼劲和见识，他们投身乡村

的工作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不

仅有餐饮、电商等行业，也涉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社工服务等领域。这

对丰富乡村业态、增加乡村社会服务

供给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年轻人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也是

有活力的。当下，大沥乡村通过重新

焕发魅力，正在吸引更多青年回归，这

里正成为干事创业的热土，让更多年

轻人将梦想的种子播种于此，绽放出

青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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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洋溢的人们爱上了前往乡村

“打卡”、土生土长的姑娘“下乡”开“网

红食店”、“后生仔”放弃城市工作回村

当经济社社长……在乡村振兴的路

上，大沥镇通过环境提升、文化建设，

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以及游客

的青睐，在大沥乡村的热土上，逐渐开

出一片片灿烂的梦想之花。

接近中午时分了。整理一下桌椅，检查

一下食材，黄晓红打开店门，开始新一天的

忙碌。随着一位又一位客人的到来，她穿梭

在厨房和店面，保证每一杯饮品、每一份餐

食的精致，好让客人在品尝美食之余，也能

拍出最满意的“打卡照”。

忙碌的午市结束了。黄晓红准备稍微

歇息一下，迎接下午茶时段。坐在店里，她

看着每一株绿植、每一件装饰，回想起自己

在这家店里倾注的那些心血。

黄晓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沥人，在凤

池社区已居住多年。她曾经在村外经营过

一家咖啡馆。近年，凤池社区发生的变化，

她看在眼里，萌生了新的想法：“村里现在这

么美，要不我把店搬回来？这样大家就可以

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一向果断的她，说干就干。正巧亲戚有

一处荒废的院子给她用，她便依着自己的想

法把咖啡小院做了起来：院子里的绿植错落

分布，鹅卵石满满当当地铺在石板路两边，

几张露天茶座开设在这里；推开简约的黑框

玻璃门，小盆栽与原木摆设穿插交错，别致

的小装饰点缀其间，一派清新文艺的风格

……

“没想到我的店会变成了‘网红打卡

点’。”咖啡馆开了一年多后，在大众点评、小

红书等各类APP上迅速“红”了，这超出黄

晓红的预期。现在，咖啡馆周末的客流几乎

整天不断，最多的一天接了200多张单。

如今，从十几岁的小年轻到白发苍苍的老夫

妻，每天都有客人前来打卡，俨然成了凤池

的“新景点”。

在太平社区，同样有这样的“新景点”。

粉蓝色的结构、通透的玻璃墙身、白色的小

拱门、精致的花园和露台……今年暑假，太

平社区的中学生朱晓仪的手机里多了不少

美美的网红点“打卡照”。然而，她并没有出

远门，只是每天与好友结伴前往位于社区内

的一览读书驿站。不同于黄晓红利用旧民

宅改造的咖啡馆，一览读书驿站在社区闲置

地上建造而成，并探索“新型图书馆+轻饮

食”的方式，让市民可以在这里购买奶茶、咖

啡等饮品，然后选择一本心爱的图书，享受

静谧舒适的阅读时光。

随着“年轻商机”的到来，如今大沥乡村

里的餐饮行业，已不再是单一的“农家味

儿”。在重视个性的年轻人看来，在乡村里

也可以有西餐、有东南亚餐厅、有咖啡馆、有

新式茶饮店……正因为他们这份个性，让大

沥乡村的味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在大沥镇海北片区，有着这样一条古

韵乡村：虽然与热闹的广州仅一江之隔，

但这里却没有喧嚣，只有别样的宁静，在

朝霞与夕阳映衬下、在榕树和河涌静守

中，默默诉说着它的流光岁月。这个乡村

就是白沙社区。

陈敬锋就是在这个拥有800年古韵

的乡村里长大的。天气晴好的周末，他和

家人会带着孩子到村里的陈溪公园散

步。“公园里还有篮球场，村里不少年轻人

都很喜欢，甚至晚上都要来打球。”说起在

自己任内建起的这个公园，陈敬锋言语里

带着一丝自豪。

陈敬锋曾经是白沙社区最年轻的经

济社社长。每当别人用这个身份介绍他

时，他总会露出略带腼腆的笑容。2016
年，当时只有30岁的陈敬锋，在村里一

些长辈的鼓励下，参与了陈冲一经济社

换届选举并顺利当选。之后，他带着工

作团队为社里改造公园、建文体楼、改善

停车秩序……他的种种努力，村民们都

看在眼里。

如今，经过换届选举后，陈敬锋成为

了白沙社区的“两委干部”，负责经济发展、

维稳、消防、安监等工作。今年2月，他还

成为全镇20名社区基层干部之一，被选

中参加大沥镇社区基层干部社区治理能

力提升“1+3”项目，从中学习更多的基层

治理理论和技巧，从而更好地为社区发展

添砖加瓦。

曾经有人问陈敬锋，很多年轻人都往

大城市闯，为何他却回到了社区干起了农

村工作？“因为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陈

敬锋说，自己从中学时代起便寄宿，大学

更是选择了海南的学校，因此对家乡的印

象越发模糊。但是，一种叫“乡愁”的东

西，最终还是牵引着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

这片土地。

陈敬锋说，他当社长时的工作团队普

遍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不到40岁。近年

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到白沙居

住和工作。村庄治理和基层党建亟须注

入新鲜血液，产业也同样如此。如今，在

大沥镇联安、白沙、联滘等农村社区里，数

以万计的本地或外来的年轻人，正在出租

屋、写字楼里，以直播带货的形式，追逐着

他们的电商创富梦。

大镇社区那十多亩的朝阳花海，种

上了可爱的向日葵。沿着花海里的石

头小径穿梭于花海中，随手一拍就是“大

片”。“尤其是沥桂大桥开通后，过来这里

更方便了。”这天，市民张明峰约上女朋

友，专门驱车穿过崭新的大桥，来到大镇

的花海拍照，十几分钟就在朋友圈里收

获了数十个点赞。

在朝阳花海边，还有一座全铝的

“田园小屋”，晚上亮灯后，更散发着一种

温馨的气息。谁也难以想象，小屋的前

身是一座田头棚，但如今已摇身一变，成

为居民聚会谈天的好去处。“仿佛住在小

区里”，是很多大镇居民共同的感受。现

在，这里有整齐划一的停车场、有赏心悦

目的花海、有宽敞平坦的休闲公园……

配套完善又宜居的环境，让不少曾经搬

到外面居住的大镇村民，这两年都纷纷

选择“回流”。

田间小屋、朝阳花海……大镇打造

的这种“乡愁”，承载的是乡村青年关于

家乡以及童年的温馨回忆，也寄托着城

市青年对于田园生活的想象。不仅仅

是大镇，通过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大沥的

农村既不远离城市的烟火气，又不失乡

土韵味，从而吸引越来越多青年“回流”。

地处大沥这个“商贸名镇”，27个农

村社区拥有的不仅是不断提升的环境，

还有各具特色的“产业名片”。新产品、

新技术，还有“奥特曼”“不倒翁小姐

姐”……7月20日，第十九届中国（凤池）

铝门窗建筑装饰博览会在大沥镇凤池装

饰材料市场开幕。来自市场的1300家
商户以及400多个展位集体亮相，吸引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云集，让他们加深

了对凤池这个新时代乡村的认识。

要想增强乡村对青年的吸引力，发

展空间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如今，大沥

乡村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可以

说，大沥的农村社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正是吸引黄晓红、陈敬锋等“后生仔女”

驻足乡村土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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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人在太平社

区一览读书驿站内休闲

放松，享受静谧舒适的

阅读时光。

■大沥大镇社区朝阳花海

的向日葵争相绽放，成为

受不少年轻人欢迎的热门

网红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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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凤池社区的咖啡馆vcafe

house每天都吸引大量年轻人前

来打卡，成了社区的“新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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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爱上大沥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