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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爆竹声中，旧岁除，新春到。过去这一年，你过得好吗？新年计划，安排上了吗？

2022年，我们关注过抗疫历程、“双减”落地，走近了乡村振兴、青年创业，记录了各行各业普通人奋斗的足迹，与读者相伴，见证了这不平凡的一年。文化旅游从业者，青年创业者，

新兴行业领头人……这些新闻的主人公，你还记得吗？我们做了一次回访，来听听他们过去一年的收获，新一年的期许。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2022年 1月，记者采访了整理收纳师
李苗飒。彼时，整理收纳于台州而言是个
新兴行业，事业刚刚起步的她，致力于向
大家传递整理收纳的正确理念。她说，专
业的整理收纳师，整理的不仅仅是房子，
实际上是在改变看不见的世界。家人的关
系，很多时候可以通过物品体现。找不到
东西，家人心情会烦躁。但是，打开家门，
哪里都是整整齐齐的，心情愉悦度也会不
一样。

如今，一年过去，记者回访李苗飒，听
她讲述这一年的收获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这一年，有收获也有挑战

“这一年工作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人
们对整理收纳的关注度、了解度都有所提
升。”李苗飒表示，“刚开始创业时，很多人
对我们这个行业不理解，觉得整理收纳就
是简单的家务，谁不会？今年感觉不一样，
很多客户已经意识到整理收纳是需要技巧
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改变的不只是
家里的环境，还有家人的心情，乃至于对小
朋友的学习也能起到正向作用。”

这种改变体现在订单量的提升以及
客户来源的变动。“早两年，我们的订单都
是通过各种宣传累积的，比如沙龙和讲
座。今年，很多客户有意识地找上门，订单
量也增加了很多。”

让李苗飒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在新
房装修时就找她去做规划，“他们意识到
收纳的重要性，所以在毛坯房装修的时

候，找了设计师的同时又找了我们。设计
师可以打造好看的外表，但是我们可以让
衣柜的内部储物格局更加合理。”

当然，机遇跟挑战是并存的。接手的
客户多了，李苗飒明显感觉到，面临的挑
战也更高难度了。

“身为职业整理收纳师，光懂得整理
收纳技巧是不够的。社会在进步，我们要
不停地更新知识储备。”李苗飒解释，“哪
怕是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收纳方法也
不一样。因为生活在里面的人不一样，他
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用品都不一样。我们
要针对不同的家庭做好定制化服务。这就
需要我们在从业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她举了一个案例。“现在很多家庭都
在养宠物，常见的是一两只，但如果你突
然碰上了多宠物家庭，用原来的收纳方法
来规划就不行了。我曾服务过一个客户，
她家里养了 6只宠物猫。我没有按照常规
的 6只猫的数量去做宠物生活区规划，而
是考虑到未来主人家的宠物数量有增加
可能，去做了规划。几个月后，听这名客户
的朋友说，对方家的猫增加到了 20只。好
在我提前做了规划，所以他们家里依然可
以维持原来的状态。”

李苗飒总结，整理收纳看似轻松，其
实颇有讲究，只有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进
步，才能更好地服务好客户。

新一年，去开拓去创新

春节前夕，李苗飒提前结束了线下收
纳整理的工作，开始研究直播。

“很多人有收纳整理的需求，但还没

有这方面的消费习惯，也有很多人对收纳
整理存在误区，我就想，趁着空闲时间在
网上开直播，向大家传递正确的收纳知
识，也可以教大家一些好用的收纳技巧。”
另外，李苗飒也想通过公益直播积累一些
粉丝，为新一年的直播带货做准备。

台州是制造之都，她了解到，国内外
很多知名收纳品牌的代加工厂都在这里。

“很多厂家找到我，希望可以跟我合作一
起做直播，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李苗飒表示，她经常碰到一些人，有
的买到“鸡肋”的收纳用品闲置了，有的买
到了好的收纳用品却不会正确使用。如果
她开了直播，就可以帮助大家挑选一些合

适的收纳用品，然后进行产品讲解教学。
此外，有了前期服务案例的积累，李

苗飒还准备和装修设计公司合作，做好收
纳前置工作。“很多客户新房装修住了半
年、一年后找到我，觉得收纳空间不合理，
想要改变。我想，如果有了收纳前置，就可
以避免这些问题，减少浪费。”

除了拓展商业版图，新的一年，李苗
飒还准备增加公益亲子收纳讲座的数量。

“现在很多父母都意识到，让孩子从小养
成良好收纳习惯的重要性，我自己在工作
中也有切身体会。以后，我会加强和许多
学校的合作，开设公益亲子收纳课堂，让
更多人获益。”

一年拼搏，一段收获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2018年12月，位于路桥十里长街的首家民宿对外
营业，名字叫“无问西东”，由 70后夫妇方明奎和罗玉
琪联手打造。作为土生土长的老街人，他们享受在这
里开辟世外桃源的过程。罗玉琪将这方天地与自己的
生活情趣、审美理想深度结合，为民宿的一砖一瓦注
入文化之魂。

2020年底，无问西东入选了浙江省银宿名单，成
为路桥区第一家等级民宿。过去这一年，无问西东民
宿里，又有许多新的故事。

为住客提供精神乐园

这一年，疫情对民宿行业冲击很大。和许多民宿
主一样，方明奎和罗玉琪也在等待转机。

夫妻俩并没有闲着，而是顶着压力，进一步扩张
无问西东的规模。去年5月，位于十里长街北面的三号
店，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正式开张，民宿客房现已扩张
至14间。

新民宿由老房改造而成，在建筑风貌上坚持修旧
如旧。同时，为了赋予老旧事物新的时代内涵，在原汁
原味保留外立面的基础上，他们对内部进行了全面改
造，并参照星级酒店的标准，打造精品化的服务。

罗玉琪一开始就认识到，作为一家城市主题民
宿，不断提升居住体验，是吸引客源的法宝。无问西东
一直在尝试引入新业
态，以期给住客带来
不同的体验。

作为 2021
年台州市首
批“书香民
宿”之一，
罗玉琪亲
自打理民
宿 书 吧 ，
和 路 桥 区
图 书 馆 合
作引进 4000
多册藏书，摆
放 在 民 宿 的 各
个角落。

为了丰富阅读空间
的内涵，读书分享、茶会雅集等多种多样的文化主题
活动也跟着开展起来，爱喝咖啡的方明奎还和人合
作，沿街开设三叶咖啡，提供甜品和咖啡，为追求“文
艺范”的游客和书友提供了一方精神乐园。“从2018年
到现在，我们共组织了 102场读书活动。”古朴沉静的
十里长街景区，也因为他们热闹了不少。

为老街注入更多活力

去年，无问西东民宿又获得新的荣誉——首创非
遗周边产品，入围浙江省第三届“浙宿好礼”乡村民宿
伴手礼大赛；2022年底获评“省级文化主题民宿”。

办民宿这几年，罗玉琪能感受到，住客对十里长
街以及街上的非遗技艺和百年老店都有浓厚的兴趣。

“或许民宿可以‘+’很多文化体验内容，比如民宿+研
学、+非遗等领域。”

说干就干，去年，罗玉琪共组织了10期活动，包括
品味老街的红色研学、体验本地习俗的端午节主题研
学等，串联起老街东岳庙、福星桥、邮亭遗址、商埠、杨
晨故居门墙等特色风貌点，吸引 300多名市民游客参
与，沉浸式的体验赢得了参与者一致好评。

身为路桥街道妇联名誉主席，罗玉琪也承担起更
多社会责任。研学项目代表老街“诗和文化”的延续，
不追求盈利，仅保证人工开销。他们还抽出一部分收
益，资助路桥区困境儿童实现“微心愿”。

“我希望游客来到老街，不再走马观花式游览，而
是慢下来、住下来，仔细感受商都的每一处景色和风
情。”去年，罗玉琪还以十里长街悠远丰富的文化为底
色，开发老街文化周边产品。

“做什么产品呢？”有一天，静坐在民宿一角的罗
玉琪端着咖啡，发散思绪，恰好映入眼帘的是古民居
飞檐而出的路桥灰雕。“我们一开始想到过将灰雕做
成冰棍或者咖啡，但都保存不久，遇到同样在老街推
广布贴画的张秀洁老师，灵感就来了。”

去年8月，无问西东民宿伴手礼“灰雕布贴画”正式
推出。“伴手礼包括龙尾、兰花、凤凰等九种图案，都取
材于十里长街的建筑。”借助非遗伴手礼的人气，罗玉
琪还组织了两场非遗研学，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参与灰
雕布贴画创作环节，让参与者感受非遗之美。“研学活
动的招牌打出去之后，我们有信心推出更多主题路线，
在不断创新中，将老街文化用鲜活的方式传承下去。”

罗玉琪说，这三年，民宿行业在悄然发生变化，向
着精细化运营过渡。“现在冬天快过去了，我相信不久
的将来一定能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迎回熟悉的人间
烟火味。”

老街民宿，
迎来更多新可能

台传媒记者元 萌

过去的一年，是广大旅游从业者纷纷
转型，在传统带团业务受限的困境下寻找
新机遇的一年。去年 5月，我采访了“一季
叁秋”文化工作室主理人、讲解员徐卫飞。
在这一年中，她做了不少新的尝试。

最近，徐卫飞在朋友圈记录下自己的心
境，也透露了今年的关键词：尝试与变化——

“2023年，会有许多改变和尝试，它们会赐予
生命更多的丰富性。山海之间，去承受着变
化，夕阳伴着犬吠亦是华丽的乐章。”

尝试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是一期一会的际
遇。本着这样的初心，徐卫飞在过去的一
年中，每周定制带团讲解一到两次、累计
开展亲子自然课程近50次、自媒体内容累
计创作300余条……

走文旅内容创作、文化输出的道路，
关键在于坚持。“我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
人，希望现在所做的尝试，未来十年、二十
年还能持续下去，慢慢地为将来铺好坚实
的路。”徐卫飞说。

去年11月，“一季叁秋”的自然造物课
走进了临海府城，将刨花灯、制木筷等创
意手作课程与当地市集、户外体验、本土
美食等相结合，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定
制课堂。

天台当地的和合文化与非遗文化，也

是徐卫飞格外关注的领域。去年 11月底，
她受邀参加在天台举办的和合文化全球
论坛，担任非遗讲解员的角色。

回想起这次经历，她不禁感慨道：“如
今的非遗传承越来越年轻化了，也在用更
有活力的方式诠释非遗，在之后的内容创
作、课程定制上，我也会加入非遗、和合等
文化元素。”

今年，徐卫飞在自己的抖音号“一季
叁秋”上开始了直播的新尝试。与传统的
导览讲解不同，她在直播过程中采用的是
固定机位，以不走动的方式与直播观众展
开互动。目前，直播选择的都是天台当地
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实景，基本上隔天就
会直播一次。

为何选择不走动的实景直播讲解呢？
徐卫飞解释道：“固定的场景能让观众更
易于进入情境，增强直播互动性。像是我
在国清景区直播，就选取了国清良田、千
年隋塔这一自然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
场景，让观众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农禅并作
的意境。”

今年，徐卫飞还推出了“一期一会”国
清景区公益讲解活动，每周一期，针对成
人、亲子等不同人群，带他们领略天台别
样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展望

对徐卫飞而言，对家乡文化的解读
没有止境，对家乡文化的分享也不会

穷尽。
徐卫飞的“一季叁秋”文化工作室，开

在天台县石梁镇兴龙湾村。村子里年轻人
很少，还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文化。“接下
来，我想尝试将乡村文化与生活体验相结
合，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到乡村、体验
乡村。”她表示，“之后，我也会在直播中推
荐当地的一些养生食材、特色产品等，以
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

受疫情影响，徐卫飞承接的定制带团
业务、给小朋友定制的自然课程等都曾受
阻，今年总算有了万物复苏、春暖花开般
的感觉。

新的一年，随着旅游业逐步回归到正
常状态，徐卫飞考虑走出本地，放眼世界
各地的人文景观，来做内容创作上的拓

展。“今年我打算去日韩及东南亚地区，做
一些天台宗东传与当地佛教文化的深度
解读，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呈现更丰富、
更多元的内容。”

工作之余，更要好好生活。徐卫飞和
她的孩子约定，工作日的五天，每天午后
都要留出半小时的户外时间。“飞鹤山、
回归林、国清景区、霞客古道……天台处
处是美景，每天都能不重样，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朝看水东流，暮看西日坠’。在匆
忙的日常里，这种亲子间的陪伴也尤为
可贵。”

“一季”加上“叁秋”，便是四季流转之
美。当初将自媒体平台和文化工作室命名
为此，也带着这样的用意，一直记录、体验
与生活下去，不止一季，也不止一年。

“一季叁秋”，又是一年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我理想的生活，需要一点点热爱、心
动和冲动。”2022年 12月 31日，玉环楚门
女性设计师郑领娣，在朋友圈用九宫格的
方式，盘点了过去的一年。

作为一个小镇创业青年，2022年，是
郑领娣创业的第五年。

“成为一个设计投资人。”去年年初采
访时，郑领娣透露过这个转型意向，“特别
快，到了年底，都慢慢实现了。”

颠覆

郑领娣没想到，转角就在2022年。
这一年，郑领娣走出她的麋可设计

室，试着告别舒适圈，以设计投资人的身
份去触摸市场。

“我投资了知野之也帐篷营地，我梦
想的美食美学生活小院也开业了。另外，
我以设计投资人的角色入股了一个美术
培训机构。”去年，郑领娣开始为自己的项
目设计。

“相比单纯的设计，项目背后的情感
付出和价值感，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
郑领娣以“孩子”来比喻自己从零开始接
触的项目，这种比喻，她说“毫不夸张”。

1月中旬，寒潮来袭的那一天，正好是
郑领娣美食美学生活小院“晚听楚风”开
张的一天。在楚门生活了几十年，她第一
次那么具体地感受到风的力量，“院子里
的布置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们要重新扶起
归整好。”

投入一个项目时的具体感受，正如这
次寒潮般，让郑领娣感触颇深。

去年12月份，郑领娣和一群合伙人，将
楚门中山村的一个老房子，改造成了一个

美食美学生活小院。“我们想打造一个社交
流量平台，用美食作为情感链接，复兴我们
的中式糕点。它不局限于‘围炉煮茶’，我们
还会开发一些中式糕点研学课程。”

小院开张的第三天，郑领娣已经陆续
领教了创业的不易。“项目后期实施颠覆
了我的想象，它比我给被人做设计更有价
值感。”小院成功营业之前，早已经过了诸
多起起伏伏，如场地合法性、房租问题、产
品调整等。

一年内的转型，看似偶然，却是过去
几年郑领娣埋下的种子。“三年前，我给一
个舞蹈机构做过设计，去年对方找到我，
希望我们有更深入的合作。很自然地，我
成了对方下一个项目的合伙人，以技术入
股他们的美术培训机构。”

温暖

郑领娣的小院，最温暖人的地方，是
这个创业青年同意了房东的条件。让房东
87岁的老母亲，留在小院，住在原来的房
间里。这成了小院特殊的一道风景线。

“风吹倒了小院里的装置，房东会帮
忙一起整理，房东还会教我们一些小店经
营经验，很有善意。”创业时，郑领娣会被
这样的时刻温暖，“我开始注重说话的艺
术，也开始学会观察。”很多改变在郑领娣
身上发生着。

由于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郑领娣坦
言，新的一年，三个项目会花费她不少精
力。单纯的设计业务，她会有意识地减少。

不过，无论是设计师，还是设计投资
人，设计仍是郑领娣生活的中心。她的人
生故事，都发酵于设计。

过去一年，郑领娣进入了文旅行业。
她曾为温州洞头民宿团队做设计。“那是
一个大项目，几个团队一起合作。这个机
会也在考验我，让一直单干的我融入到
几个团队里，是否可以按照原来的逻辑
思维。”

这项业务最终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
么完美，但是郑领娣明白了一点：“工作
时，不需要你去刻意迎合甲方，你用心去
做，甲方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商机。”

去年，一个被郑领娣拒绝了三次的甲
方，表示愿意花时间等待郑领娣下一次设
计灵感的到来。

如今，郑领娣去吃火锅或者买绿植，
有人会认出她，说起她的美食美学生活小
院。“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流量已经让很
多人知道我的小院。”

“这一年，我寻找目标越来越精准，完
成速度也越来越快。”所有的人和事，都让
转型初期的郑领娣，感受到了暖意。去年
年初的期许，在年尾的时候，终于开了花。

这是郑领娣创业的第五年，也是一次
新的开始。

年初的期许，年末开了花

去年，郑领娣为自己的项目做设计，
实现了转型。

徐卫飞开启了实景直播新尝试。

李苗飒的整理收纳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无问西东民宿推出伴手礼无问西东民宿推出伴手礼““灰雕布贴画灰雕布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