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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上海大都市圈的成
员城市由“1+8”扩容为“1+13”，江苏
盐城赫然在列，顺利实现“入群”梦
想。作为上海“飞地”的2.0版本，地
处盐城大丰的沪苏首个省级合作共
建园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
区将如何立足新起点迎风生长、再攀
高峰，备受关注。

盐城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经济相融。半个多世纪前，10万
名知青从上海出发，落户盐城大丰建
设农场，大丰上海农场这个上海市域
外最大的“飞地”由此成为两座城市
交融互动的桥梁。近年来，在上海的
这块“飞地”上，又拔节生长出沪苏两
地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合作共建园区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由上

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在2015年11
月共同设立，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
现有开发区域4平方公里，重点发展
新能源、新基建、新农业三大产业及
主导型新兴产业。集聚区已纳入《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及上海、江苏实施方案，并被授予“长
三角共建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

此外，集聚区坚持“去围墙、去边
界”的工作格局，积极谋求与当地发
展的同频共振。其中，落户集聚区的
正泰新能盐城基地是由江苏、浙江、
上海三省市合作在江苏投资的首个
制造业项目，2021年2月建成投产，
并于2023年完成零碳工厂认证。去
年，该基地实现产值62亿元、开票销
售92亿元，税收超0.95亿元。

通过“飞地”的紧密相连，盐城与

上海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018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作为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之
一，盐城明确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
长三角”。

目前，盐城已与上海长宁、徐汇、
普陀等结为友好城区，与漕河泾开发
区、嘉定工业区等合作成立 11 家共
建园区，占上海对外合作园区的三分
之一，实现县域全覆盖。去年，上海
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扩容，盐
城成功跻身这个长三角最大、阵容最
豪华的都市圈。

如今的盐城，正积极抢抓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机遇，主动服务和融入
上海大都市圈，并确立了新的城市
定位——努力打造长三角产业发展
新空间、保障保供大基地、生态休

闲大花园。
作为盐城“飞地经济”发展的先

行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面对
新发展机遇，正着力推动园区实现新
的跃升。

谈及具体路径，大丰区发改委主
任陈小龙向澎湃新闻介绍，首先，强
化与大都市圈规划协同，与上海大都
市圈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发
挥规划对“飞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导
向作用；其次，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强
化双方的合作，共同完善集聚区的载
体配套；再次，增强项目的支撑作用，
与上海的重要板块共同协作，招引重
大项目；第四，增强科创新动能，推动
平台建设、项目招引持续发力，提升
集聚区的科技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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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长三角“飞地经济”示范区

风吹过丰梧村一片金黄的油菜花
海，轻拂在大茶缸创作论坛上一群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脸上。沁入心脾的油
菜花香味，与“如何在乡村进行在地创
作”的遐想，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共存
于安徽省黟县碧阳镇一个小乡村中。

前不久，当“首届国际乡村电影
营造季”在碧阳镇丰梧村启动时，这
片皖南乡村的土地散发出的注定不
再只是偏居一隅的乡村气息。而这
一切，都源于一群数字游民的到来。

告别传统打卡上班的工作模
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
作，不受传统工作地点束缚，追求自
由、灵活的生活方式，这是数字游民
的大致画像。

在碧阳镇“黟川两岸”创意街
区，有一个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
创业者和乡建者们“共居共创”的栖
息地——“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
岛上居民“工作但不上班”，“边休闲
边挣钱”，不被定义，另类生活。

跳出“格子间”

似乎是一种告别，入住“黑多
岛”的第一晚，有人关掉了之前设置
的上班闹钟。

清晨，阳光照耀下的石桥泛出温
和古朴的光泽，从枝头不时传来的鸟
鸣将人叫醒。在这里，23岁的朱文静
说，她过上了想要的生活。朱文静是

“黑多岛”的常住居民。来这里前，她
曾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工作。

2024年12月，由安徽省商务厅主
办的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成立大
会在“黑多岛”举办。随着数字游民逐
渐走进大众视野，他们的到来为白墙
黑瓦的黟县注入了“多巴胺色彩”。

此前，朱文静每天朝九晚五，但
这种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厌倦了紧张的通勤，为迟到一分
钟被罚款而焦虑。比起通勤和工作
压力，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在格子
间找不到价值和意义”。

想到辞职，朱文静又有些犹豫，
“上班虽枯燥，但每个月到手的工资
能让人心安。”喜欢旅游的她关注到

“黑多岛”，来此参观后，想做数字游
民的念头愈发强烈。今年春节后，
她正式入住，成为数字游民。

因为喜欢旅行、有运营推广经
验，朱文静“登岛”后主动向当地社
区申请工作。根据朱文静的特长，
社区给她安排了一份新媒体账号运
营的工作，并给予一定的工作补贴。

做了喜欢的事情，又有收入，朱
文静觉得，比起在“格子间”里面对
数据流量、文件报告，这里有一种脚
踏“实地”的实在感。

去油菜花地里拍照，坐在山坡
上看日落……朱文静在微信朋友圈
分享着工作日常，置顶文案写着“人
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不少朋友询
问她的近况，她兴致勃勃地介绍起
这座小小的“黑多岛”。

游牧分享、灵感食堂、稻田诗会
……在“黑多岛”，丰富的社区活动
散发着吸引力。大家聚在一起头脑
风暴，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游民变村民

在“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联合
创始人吴永泽看来，不少人都有过
远离城市、寄居山水的想法，“数字
游民不过是真正做出改变的人”。

“目前岛上有58个房间，入住时
间最低2周，最长不超过3个月。”吴
永泽说，这样既能保持社区活力，也
能激发居民的创造力。

来到“黑多岛”后，身为导演的

席世伟仅用两天时间，便构思创作
出一个电影剧本。他认为这得益于

“自然的治愈感”。
“过去，写剧本、拍电影、搞策

划，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闲下来就
看片子。”不规律的工作状态和生活
方式，使得席世伟的身体处于亚健
康状态。后来，他来到了“黑多岛”。

由于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深
厚的行业资源，席世伟受邀成为“黑
多岛”社区联合主理人。吴永泽介
绍，社区主理人要链接资源、对接项
目，让社区居民有事可做，有钱可赚。

“数字游民其实是在追求一种
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而不是不工
作。”吴永泽认为，数字游民社区的
功能并非仅仅提供场地，而是帮助
这个群体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过上
想要的生活。

当初，吴永泽来黟县旅游，被这
里的自然人文吸引，决定留下来振
兴乡村。经过一番考察调研后，他
最终决定将“黑多岛”打造成一个充
满艺术、人文及烟火气的共享社区。

2024年7月，“黑多岛”建成并迎
来 32位“岛民”。首批成员是从200
多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涵盖AI创
作、设计师、财务规划等各行各业。

如今，“黑多岛”已经形成了独特
的生态系统，包括线下“岛民”、共创
伙伴和线上注册用户三类群体。目
前，已经有500多人次申请入住社区。

吴永泽说：“由于社区发展和业
态增加，不少游民找到自我与农村
的契合点，通过开设实体店铺或工
作室，定居下来变成村民。”

寻找非标准答案

“首届国际乡村电影营造季”是
由“黑多岛”电影社区联合主理人严

浩、席世伟发起的一个策划。
虽然身处乡村，严浩的视野却

是世界性的。他希望以此建立国际
青年导演共创平台和发布平台，讲
好当代中国乡土故事。

活动邀请了25位国内和国际的
青年导演进行作品展映和在地创
作。现场不仅有“黑多岛登岛电影
之夜”，还有探讨“如何在乡村进行
在地创作”的大茶缸创作论坛。

探索乡村影视创作商业化路径是
吴永泽与几位社区主理人计划的一部
分。他们将2025年定位为“沉淀之年”。

这个计划的大致框架包括：利
用 100 多部院线电影曾在黟县取景
的优势，孵育“电影数字游民社区”；
结合黟县美景，邀请各地“驴友”参
与开展户外社区旅行，为年轻人提
供就业机会；吸引艺术设计方面的
人才入驻，一起学习、创作。

当地对此十分支持。2024 年 9
月，《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
策10条》出台，明确设立三个“100万
元”资金，支持数字游民招引、创意
创新及创业投资等工作。

黟县团县委书记、数字游民专班
办公室主任汪泓介绍说：“第一个100
万元是给住宿补贴，第二个100万元
是让他们参与城市更新建设和乡村
振兴，第三个100万元是支持他们创
业，孵化下一步的产业链延伸。”

如今，吴永泽时常在思考：到底
什么是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社区该
是什么样，会给当地带来什么？同
时，他不确定数字游民的工作状态
和生活方式能支撑多久，最终是否
回归到朝九晚五。

“可能最终都与这群不想被定
义的人一样，只有在实践中寻找一
个非标准的答案。”吴永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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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位搬进山水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的生活方式

数字游民：“边休闲边挣钱”的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