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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有一群数字游民

在云端重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

“小梁书记，你又来看我啊，欢迎你
们来参观我的新家。”“五一”假期前夕，
阳光正好，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街道
长春村，监测户冯焱珍站在新居门前，
蜜色肌肤透着劳动红晕，大红衣服映得
满院生辉。她笑容灿烂、大方热情地带
着驻村队员们参观她的新房子。

这位曾深陷困境的单亲妈妈，如今
日子越过越红火，脸上总是喜笑颜开。
她的人生转折点标注在驻村书记梁毅
的手绘地图上——那是用脚步丈量出
的乡村振兴坐标系。

在这张被摩挲得发亮的手绘地图
上，1097户村民的住址路线、生活轨迹
纤毫毕现。

一张乡村手绘地图

在这张手绘地图上，冯焱珍家的坐
标旁，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驻村工作队
400多个日夜的帮扶轨迹：从脱贫户转
为监测户的红色标记，送医送药的绿色
箭头，就业帮扶的绿色批注，乃至自掏
腰包帮扶的星形符号，构成一个立体帮
扶模型。

“去年这个时候，她家的堂屋还漏
着雨。”梁毅的手指划过图纸，停在标注

“冯炎珍”的坐标点上——如今那里已
建起砖混结构的新居。

这张诞生于导航盲区的特殊地图，
藏着驻村干部梁毅的初心。为破解“最
后一公里”难题，他带着驻村队员用脚
步校准电子地图的偏差，在图纸上重构
乡村肌理。泥泞小径、废弃校舍、闲置

猪场……10处被数字地图忽略的角落，
被他用红笔圈成重点攻坚区域。

记者在这张图纸上看到，长春村的
每家每户、重要路段、重点企业、闲置土
地等均被标识出来，还为各驻村队员详
细划分了重点监测的对象，清晰明了，
可以说是“一图通全局”。

“全村1097户3637人，情况我都门
清。”梁毅自豪地说。虽然任职时间不
长，但为了早日熟悉村里的情况，和群
众打成一片，来到长春村后，他不仅走
遍了村里的各个角落，还带着队员们吃
住在村里，对村里情况和每户人家的分
布都了然于胸，画起“长春村地图”来，
也是得心应手。

一张见证乡村振兴的地图

手绘地图西南角，有一处特殊的地
方，被红笔删除又写上了新的名字——
猫粮加工坊。正是它，见证着产业破局
的智慧。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来到长
春村后，梁毅除了厘清村民的生产生活
情况，同时也把产业的发展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他将六处闲置资产上
传云端，“云招商”引来23家企业考察。

猫粮加工坊就是梁毅到村后“云招
商”结出的果实。加工坊建成初期，100
千伏安扩容到200千伏安的电力增容工
程成了最大难题。他连夜绘制的电网
改造示意图成为破冰利器——手绘图
纸上跳动的数据曲线，让村民看见未来
收益的实现。如今这个坐标点已化作
产值引擎：年租金6.8万元，村民转型质
检组长月入4000元。

随着梁毅手指的方向在地图上游
走，乡村振兴的密码渐次显现：废弃养猪
场变身现代化养鸡场，闲置校舍孕育食
用菌研发中心，连抛荒的坡地都标注着

“170亩地49个棚招租”规划。图纸边缘
的批注记录着创新路径：“土地流转+多
元租赁+数字赋能”，这套组合拳让村集
体收入同比激增35.7%，达到历史新高。

2024年，长春村获得四川省乡村振
兴示范村荣誉，实现了从图纸到现实的
美丽蜕变。

汪静 刘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徐庆

他们不戴工牌，不用挤早晚高峰，
甚至不固定在一个城市，却依然创造出
可观的经济价值，实现一边工作一边旅
游。他们中有艺术家、程序员、环球旅
居博主、策展人、咖啡师，他们来自不同
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但却有一个共同标
签——数字游民。

五四青年节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走进“DNβ·云起山丘”资阳国
际数字游民社区，见到了活跃在四川的这
个特别群体。这群年轻人怎么过“五一”？
又怎么去定义生活和假期的界限？

“逃离城市，但不逃离工作”
社区创始人谈数字游民社区为何诞生

在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记者见
到了该社区联合创始人陈玗微。她透
露，社区成立的初衷是响应部分年轻人
的新需求：“我们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

‘00后’希望成为数字游民。据调查，
一线城市有超1000万人渴望逃离固定
办公模式。”

早在1997年，日本日立公司前首
席执行官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
纳斯首次提出数字游民概念。他们预
测，未来会有很多人卖掉房子，去拥抱
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动套
利的全新生活方式。

20多年后的今天，数字游民在部分
年轻人中开始日渐流行。有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底，全球数字游民已达到
3500万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人群
规模将更加庞大。

作为最早的数字游民之一，陈玗微
了解这群人想要什么。“社区最终选址
在成都附近的资阳仁里村，这里建有共
享办公空间、山顶咖啡工厂、文化体验
中心……运营一年来，已吸引超1万人
次短期居住。”她观察到，这群人高度自
律，他们自主掌控工作节奏，同时享受
自然与社交。

“社区是一周起住，一周的价格在
600元到1200元不等，有共享厨房可

以自己做饭，也有共享办公区可以免费
使用，同时我们还有食堂和中餐馆可以
点餐，也有咖啡厅，还有一些自动售卖
机。”陈玗微说，部分数字游民回归乡
村，也是为了享受这里更低的物价和更
自然的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可以重新定义”
自媒体博主足迹遍布十几个国家

去年4月，视频博主大鹅经朋友介
绍来到社区。作为第一批入住社区的
数字游民，她和社区的运营团队早已处
成了朋友，同时还和社区一起合作了一

档访谈节目，叫《100位年入百万的数
字游民》。

为了制作这档节目，大鹅每年都会
飞往国外，一边旅行，一边挖掘访谈对
象，拍摄并制作节目。其余时间，她会
回到社区住上一段时间。“今年1月就
回社区住了一周，现在又回来了。”

2023年，大鹅辞去了深圳公司的工
作，成为自由职业者。过去两年多，她一
边经营自媒体，一边为品牌提供营销咨
询，收入逐渐稳定，足迹遍布十几个国家。

大鹅说，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最
核心的指标就是营收，要活下来，因此
她不再只是职场的一块零部件，而是要
做一个能独立运转的机器。因此市场

环境也在推动她不断地学习进步，这期
间也会有压力，也会时常焦虑。

“生活和工作已融合”
职业策展人在旅途中布展

“美国纽约艺术家的画刚落地成
都，工作人员正在往展厅送。”记者见到
26岁的抒云时，作为职业策展人的她正
忙着在手机上与客户沟通，联系布置展
厅。“五一”假期，她在成都办了一次展
览，这是她在国内第一次办展。

在法国生活7年后，抒云与合伙人
成立了工作室，策划中法文化交流项
目，同时以数字游民的身份穿梭于不同
城市。她的工作包括组织艺术沙龙、推
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作品。“自由职业
的关键是平衡——筛选合作方、优化流
程，才能应对不确定性。”

不想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抒云，选择
四处旅居，帮助客户策展布展，从招商、
展厅的设计和布置等，都需要她自己解
决。对她而言，工作和生活早已融合：

“策展可能在咖啡馆谈成，社群运营通
过线上完成。所谓的假期，可能就是换
个地方继续做热爱的事。”

“数字游民不是无业游民”
没有“打卡”也没有“下班”

数字游民的兴起，离不开远程协作
工具的普及，但也考验着个体的自律与
适应力。大鹅说，自由职业是“甜蜜的
负担”。“没有打卡，但也没有‘下班’。”

在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记者
看到有人对着电脑开会，也有人在直
播间卖货。“五一”假期，这里的形态各
异：有人组团开展交流活动，有人加班
赶项目，也有人在共享厨房里边做饭
边谈合作。

“技术解绑了地理限制，但真正的自
由是找到自己的节奏。”陈玗微说，数字游
民不是不工作，而是让工作服务于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紫萱
摄影报道

职业策展人抒云 视频博主大鹅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联合创始人陈玗微

驻村书记梁毅骑着摩托车穿梭在
长春村各个角落。 汪静 摄

“85后”驻村书记手绘地图：

绘出一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