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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旅行，远不止于环保

打造可持续旅行的人生剧场
如何在古朴村落中体验非遗手作、采摘生态果园的硕果、围坐篝火共享晚会、欣赏舞狮的震撼表演、品味地道的当地

家宴，甚至有机会与村里的青年深入交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致力于推广可持续旅行的郑洁莹精心策划了多
条“寻找消失的年味”旅行线路。而她自己，则选择追寻家族历史，首次与亲属一同踏上祖籍宁波的寻根之旅。这，也是
一种对可持续旅行的独特诠释。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在许多人眼中，可持续仅
仅局限于环保议题。然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7个方面
中，环境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
涉及的是社会人文、本地经济以
及社区关系。”在郑洁莹看来，寻
根之旅正是对家族内在情感的
关注，是家庭关系与在地社区联
结的一种可持续表达。特别是
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里，走进
富有特色的乡村，感受浓郁的本
土年味，无疑能增进对传统文化
的了解与传承。

2018 年，郑洁莹将自己的
社会创业方向聚焦于擅长的社
会公益领域。她深知，“公益领
域常用资金捐助来助力社会发
展，但我更希望大家能亲身参
与，真正实现意识的改变。而旅
行，正是一个比较好的媒介。”因
此，在她策划的旅行线路中，始
终贯穿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可持
续理念。参与者居住在当地人
家中，品尝由特殊人群提供就业
的餐厅所烹饪的美食，购买那些
由本地人和本土资源精心制作
的特色产品。这不仅是一种从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度
体验可持续旅行的方式，更是一
种对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尊重与
保护、对本地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推
动。

以上海崇明岛上的椿庭朴
门为例，这个充满可持续理念的
生态农场仿佛都市中的世外桃
源。郑洁莹和她的团队为一家
企业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可
持续团建。在这里，参与者可以
坐在麦田中静观落日余晖，与各
种小动物不期而遇，在码头目送
木船泛起层层涟漪。除了这些

自然体验外，同事们还可以在共
享厨房中一同生火做饭，围坐在
篝火旁分享家常。椿庭朴门倡
导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充分利
用资源实现循环共生。饭后厨
余垃圾被巧妙转化为堆肥，这里
的农事活动严格遵循时令进行，
不施农药、化肥或除草剂。稻田
中放养的鸭子不仅为稻田除虫
施肥除草，还形成了“稻鸭共作”
的良性生态体系。

郑洁莹和她的团队几乎每
年都会组织前往广东开平仓东
村的旅行。在这里，参与者不仅
可以品尝到令人回味无穷的岭
南家宴、亲手体验非遗手作的魅
力，还可以骑上自行车穿梭在仓
东及其周边的古村落中，探访古
碉楼及其建筑群落，了解世界遗
产背后的故事，甚至还可以前往
自力村打卡电影《让子弹飞》中
黄四郎的府邸所在地，沿着落日
余晖的方向一路骑行欣赏沿途
风格迥异的碉楼和居庐。“我们
会告诉大家这些建筑背后的本
地文化延续，希望大家不要只注
意眼前特意打造的‘网红’卖点，
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留下的印
记。”郑洁莹表示，相较于常规游
客的走马观花式打卡拍照，他们
更注重深度参观与体验，因此在
策划线路时总是力求创新，让旅
行变得更加有趣味性。

郑洁莹自豪地表示她和团
队“有两把刷子”，即擅长于寄情
于景的体验内容策划以及托物
言志的文创内容策划，“我们将
富含可持续主题的地方、人物、
故事以及互动等元素巧妙融入
其中，使得旅行不仅是一次简单
的游玩过程，更是一次深刻的文
化体验之旅。”

团建和游学线路是郑洁莹
这些年来做得最固定的线路。
一条成熟的线路从策划到实施
往往需要耗费两三个月的时
间。在事先考察踩点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与当地人进行深入沟
通以确保目的地具备成为优质
旅行线路的条件。随后他们会
运用独特的宣传方式对线路进
行精心包装并最终顺利招募到
合适的游客。“我们曾提出过这
样一个概念：旅行是一个人生
剧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
许还是这个剧场中的编剧呢。”
郑洁莹笑称，主题游学正是他
们作为外来者向当地学习的一
种方式。通过深入了解当地的
风土人情以及发展变化，他们
选择最具特色的人、文、地、景、
产等元素串联起一条引人入胜
的故事线。

在印度，他们跟着女性司机
出行，在弱势群体就业的餐厅用
餐，听不同的人讲述自己的经
历，郑洁莹感慨，“一趟旅程也可

以如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一般，
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也更理解
自己。”又如在千岛湖，他们远离
景区，深入水源保护的一线，跟
着环保工作者、生态村原住民、
水下摄影师、水上运动者等与水
源共生的群体，观看水在自然界
和社会中的流动，“普通游人看
水是水，我们想要看见水的一
生。”

一趟五至七天的可持续主
题游学，让大家从对可持续的理
解仅限于环境，到学习可持续背
后更深更广的概念，这便是郑洁
莹的目的，“改变大众对于可持
续的观念，这让我感觉特别有成
就感。”尤其在主题游学过程中，
设置一个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工
厂为路线目的地之一，带领学生
实地观摩废弃塑料瓶是如何变
为可再利用的原材料，比如这些
塑料颗粒经过机器加工和再造，
可以变为各种生活中常见的背
包、衣服等。

这类可持续想法的推动不

仅仅体现在对自己产品的受
众，郑洁莹还将可持续理念推
广至旅行行业的从业者，“去直
接改变从业者的想法，为他们
培育可持续概念，那么他可能
影响的是他更多的客户，他们
的客户人群基数比我们大得
多。”她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旅
行市场目前依旧很小，并不是
一个传统意义上被资本青睐能
赚快钱的商业，但却是一个值
得等待、具有长期价值和长远
意义的社会创业。“可持续旅行
在旅游行业中是一个比较小众
的市场，通过庞大的旅游市场
推动，比我们自己慢慢开发市
场更有效率。”郑洁莹欣慰地发
现，现已有不少旅行企业在内
部成立了可持续旅行的相关部
门，甚至不同企业之间还成立
了倡导可持续旅行的联盟，“我
个人推动力量有限，只要能对
提高大众的可持续意识有帮助
的，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进来，影
响力会更深更大。”

意识先行 号召一起践行可持续理念

在可持续旅行中体验当地的人文特色。

椿庭朴门是崇明岛上一个充满可持续理念的生态农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