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乡花海”：
筑梦“后花园”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初夏已至，陌上花开。

5 月中旬，在茶陵县虎踞镇的“茶乡花海”景

区，数万株百合、翠蝶花、玫瑰迎风绽放，多种色

彩交相辉映，姹紫嫣红，为这片位于湘赣边区的

山村增添了一份诗意。

“端午将至，民宿和酒店都已经被预约满

了。”湖南虎源生态园林有限公司董事长、“茶乡

花海”景区创始人李乐文说。

李乐文，30 年前，他是一个在外打工的普通

农民工，10 年后，他以在沿海创业积累的资金回

乡创业，先后投资上亿元，打造近万亩的“茶乡花

海”景区。

在刚落幕的第十届湘商大会上，他的“茶乡

花海”项目被列入全省 100大“迎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标志性项目，成为返乡投资、带动家乡振兴

的典范。

外出闯荡，攒下第一桶金
上个世纪 90年代的茶陵县虎踞镇黄坪村，村

里人除了靠种田维持生计，几乎没有其他的经济

来源。

山高路远，贫穷落后，成了这个小山村的真

实写照。大部分年轻人忍受不了大山里的生活，

纷纷南下务工，李乐文便是其中之一。

“初出茅庐，也没有一技之长，唯一熟悉的就

是种田种菜，唯一的资本就是一双勤劳的双手。”

李乐文坦言，初到广西时，他在一个苗木种植基

地里谋到了一份工作。

清扫、排盆、种植、移栽、剪枝……一干就是 9

年，从一名学徒渐渐成长为懂技术的“师傅”，一

个月最高可拿到五六千元。

“这笔工资相当于村里人当时务农一年的收

入。”李乐文想到让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挣钱。

有了 9年经验的李乐文，不仅学习了技术，积

攒了人脉，眼界也拓宽了，于是，他在广西承包了

一片千亩的苗圃，从家乡带出了一支三四十人的

队伍，开始了单干创业的生涯。

但故土难离，李乐文心中的“梦想”越变越

大，他想让家乡共同致富。

归来兴业，盘活当地资源
2002年，恰逢国家推行“退耕还林”，他发现了

家乡的“商机”——青山绿水，就是最好的资源。

他回到家乡茶陵县虎踞镇黄坪村，流转承包

了 2000亩林地，在荒山上种下油茶树、杉树、松树

等造林树种，一个“虎踞林场”成为当地第一个带

动就业的大型经济项目，每年可带动村里上百人

就业。

2012 年，紧随市场变化，李乐文的造林事业

也开始了转型升级，做起了景观苗木。凭借“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这一次带动就业的人

数更广。“不只是青年壮力，妇孺老人也可以家门

口就业，他们可以干除草、施肥的活儿，一个月的

工资两三千元不等。”李乐文告诉记者。

乡村振兴春风劲吹，也吹进了李乐文的心坎里。

“我们是从乡村走出去的，这里才是我们最

熟悉的阵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茶陵人，李乐

文对茶陵茶有着独特的理解，一心想把“茶文章”

做大做强。

2016年，他一手打造的“茶乡花海”景区开始

诞生。据介绍，“茶乡花海”景区是一个集茶花、油

茶、茶叶种植为主的花海果树采摘休闲农业观光

区、一个以神仙谷为主的森林旅游体验区和一个

以旺水沟为中心的森林康养健康养生养老区，三

区一体，综合多元，融合发展。

这个规模超万亩的乡村振兴项目，如今已开

发 3000亩。时至今日，茶乡花海一年四季的满园

春色、姹紫嫣红已经广为人知，各地游客络绎不

绝，成为湘赣边区的“后花园”。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当地的地热资源，开发

温泉度假旅游区，进一步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李乐文表示，虽然当前受疫情影响，但他相

信乡村有着最广阔的天地，“茶乡花海项目”必将

成为茶陵“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第十届湘商大会在株洲完满落幕。大会发布了全省 100大“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标志性项目中，株洲占了10个。每一个项目，凝结着
湘商浓浓的乡情，也因为株洲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些项目来株，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项目发展得怎样？本报今择其三个标志性项目，敬请垂注。

“好媳妇”：
“回娘家”的路很温暖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通讯员/杨春

5月 26日，清风拂面。荷塘区金山科技工业园内，株

洲好媳妇家居智能制造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

自去年 9 月份陆续投产以来，公司正朝着年产值 4

亿元的目标快速前进。

一年卖出超3000万支胶棉拖把
2004年，茶陵人尹建国在广州成立广州好媳妇日用

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从事清洁用品研发、制造、销

售和推广于一体的企业。

10 多年来，经过在沿海地区的不断壮大和创新，公

司有员工 1000 余名、生产基地 2 个，稳居全国轻工业行

业协会排名前三，产品畅销海内外，是国内家具日用品

行业品类最齐全的高品质综合性企业之一，曾获“中国

驰名商标”“中国优质制造者”等称号。

“作为中国第一把胶棉拖把制造商，每年卖出超3000

万支胶棉拖把。”尹建国说，成绩的背后是好媳妇不断创

新、不断投入的成果，每年好媳妇都会对产品进行外观、

结构、功能性等方面优化，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使用感。

截至目前，好媳妇拥有 8项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

专利、18项外观设计专利。

从广州回株洲
随着智能家居的发展，市场总额不断提升，日用品

行业发展潜力广阔。尹建国说：“全国家庭日用品市场容

量每年超 3000万元。”

随着业务不断扩大，好媳妇原有的生产基地广州番

禹，已无法满足企业生产需求，向内陆地区进行产业转

移，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势在必行。

“娘家”株洲，是尹建国的第一选择。

2018年 6月，在株洲市委市政府邀请下，尹建国回株

考察。故乡株洲的蓬勃发展，让他更加坚定了“回家乡、

建故乡”的想法。

当年 10月，一个总投资 10.5亿元的“好媳妇”项目落

户荷塘区金山科技工业园。该项目定位为高端智能化家

居清洁用品生产厂房和智能家居、清洁产品的创新研发

基地，建设用地 200亩，其中一期 122亩，二期 78亩。

“回娘家”的路很温暖。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让尹

建国印象深刻。“项目有专门的服务专员解决企业困难。

如我们前期报建过程中，服务专员全程跟踪，帮助企业

与规划、国土、环保等职能部门积极对接，让项目进展畅

通顺利。”尹建国说。

项目启动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去年 9

月，“好媳妇”搬迁回到了家乡，可为株洲提供 600多个就

业岗位，年纳税 3500万元。

引发回乡投资热潮
走进好媳妇家居智能制造基地注塑智能车间，物料通过

空中轨道，自动运输到先进生产设备的填料口，再经过设备

加工生产，短短几分钟就能生产出一个塑胶制品的零配件。

这样的智能制造生产线，在一期项目中共有 13 条，

能生产出拖把、保鲜膜、保鲜袋等 600多个商品。

“未来，还将引进中央供料设备，半自动供料将升级

为全自动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株洲好媳妇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非凡介绍，智能制造设备的投入，不仅能

保证产品标准化，提升产品质量，还能提升产能，最终实

现降本增效。

尹建国建设家乡的热情逐步高涨。

去年 7月，在株洲市 2021年第二季度重大招商项目

签约仪式上，作为好媳妇第二期投资项目，株洲科辰智

能制造产业园正式签约，总投资 3亿元。

项目的投产，不但为株洲日用品行业提供助推作用，公

司在行业的影响力，也将带动配套上游厂商来株洲发展，推

动当地同类产业和相关产业链延伸。尹建国介绍，目前，已确

定有不锈钢管、布艺等领域的5个配套企业将入驻株洲。

作为广东株洲商会会长，尹建国响应市委市政府“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的倡议，向招商联络处推荐广东知名企

业和行业协会，拓展招商渠道，丰富招商资源，带领在粤各地

的株洲籍商会会长及企业家到炎陵、茶陵考察对接项目。

在他的带领下，广东株洲商会常务副会长张志云、常

务副会长罗曾华、常务副会长谭万兴、名誉会长熊坚等人也

相继带项目落户株洲，在珠三角形成了一波回乡投资热潮。

而尹建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实现，将在茶陵投建

竹木加工厂、在醴陵投建陶瓷日用品项目，打造中国家

居日用品第一品牌。

湘东大市场：
“买全国、卖全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5 月 29 日，在醴陵市城南渌江大道与

320 国道交汇处，中农联·湘东农副产品大

市场一期项目现场，一标段 7栋大楼拔地而

起，预计 6月底就可以交付，未来将成为湘

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扫码可溯源、线上可下单、畅销菜品

可数读、配备了农残检测中心……未来，这

里将成为湘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

地。”醴陵中农联市场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文坚介绍。

“高颜值、有智慧”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我国涉农现

代化流通平台领跑者，已在全国布点 60余

家农商流通平台。

2019 年，株洲湘乡商会会长刘文坚得

知中农联有在湖南投资的意向时，邀请中

农联相关负责人来株洲考察，为企业和株

洲政府牵线搭桥。通过与株洲各级部门对

接洽谈，醴陵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良好的

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企业的注意。

2020年，中农联·湘东农副产品大市场

作为省重点项目引进、落户株洲醴陵。

中农联·湘东农副产品大市场项目总

占地面积约 150亩，总投资约 15亿元，已于

2020年 9月开工。项目包含果蔬交易市场、

农副产品交易、冷链仓储、电商物流配送，

特色农产品展示、检疫检测及相关市场配

套。

走在即将运营的市场内，30 米宽的主

干道宽阔畅通，采光顶棚设计让市场内四

季敞亮……这些打破了传统农批市场脏乱

差、窄堵挤的现状，让消费者能拥有愉悦的

购物体验。刘文坚介绍，“做智慧农贸，也要

像企业做产品一样，用户体验感永远摆在

第一位。”

除了高颜值，智慧农贸的特点还体现

在“智”上。如，市场建立了大数据分析，来

保证产品价格最优。市场内还有专业的检

测机构入驻，建立了溯源机制，农产品可实

现扫码溯源，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刘文坚介绍，该项目将以中农联独创

的“云仓配”产业模式，助力株洲农业产品

深加工精加工的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

高度融合，推动本土传统农产品市场转型

升级与更新换代，做一个政府放心、百姓安

心的健康菜篮子。

“买全国、卖全国”
中农联·湘东农副产品大市场的建成、

运营，是大型农批市场向产地延伸，将推动

醴陵及周边涉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的升级发

展。

目前，市场已招商 300 多户，包括湖南

叁农企业管理有公司、株洲市东方四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醴陵指上美食品有限公

司、醴陵彩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

业已签约入驻。

“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丰富当地居

民的菜篮子，降低当地菜品的价格，让居民

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新鲜菜品。”刘文坚

说，同时，市场也将搭建平台，通过先进的

物流系统，将醴陵玻璃椒、醴陵酱板鸭、白

关丝瓜、炎陵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推送出去。

“这也是推动乡村振兴，优化株洲农副产品

行业布局、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

措。”

据介绍，项目一、二期全部建成后，预

计果、蔬日交易量可达 300 吨至 500 吨，年

交易额约 200亿元。届时，醴陵的农副产品

将通过这个大市场输往全国各地，全国各

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也将引入醴陵，实现醴

陵农副产品“买全国、卖全国”。

更重要的是练好“内功”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创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回乡则是充满

温情的旅途。创业和回乡并列在一起，既展示出创

业的蓬勃动力，也凝结着创业者对故乡的深厚感

情。

此次湘商大会上公布的全省 100 大“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标志性项目中，株洲占了 10 个。在

笔者看来，数字的背后，既有浓浓的乡情，更多的

是对一个城市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和发展潜力的

考量和认可。

乡情的召唤
选择回乡创业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最深沉、最

感人的还是对故土的眷恋和不舍。创业者中，有早

年外出的成功者回馈乡土；有事业有成者选择家

乡拓展事业；也有在外面发展不顺利的带着失败

的教训回到故土重试身手。不管哪种情况，回乡创

业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对家乡的感情。

这一点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届湘商大会上得到

印证。

众多湘商云集株洲，笔者在采访中问及最多

的问题就是是否愿意返乡投资，有像加拿大湖南

商会会长熊立新一样，愿意“利用平台，不遗余力

为家乡招揽搜寻好项目，为株洲‘说媒’的”；有像

广东省湖南商会会长、禾田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陈乐田一样 ，“回乡投资计划年年有月月有 ”的

……

这些湘商都是从白手起家，靠多年拼搏攒下

一桶金，随后返乡投资给家乡，有的甚至将毕生心

血和资本都倾注于返乡的项目。

这种“孤注一掷”，是因为乡情的召唤，当地政

府部门应该珍惜回乡者这份创业的激情和对家乡

的感情，并给予他们返乡投资的“底气”。

有营商环境，才有底气
长期以来，故乡情怀一直是促使企业家返乡

投资的重要因素。于是，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主

打情感牌，招商团队“主攻”当地籍贯的大企业家，

熟人拜访、几番交流、乡音叙旧，“大生意”谈成了，

效果立竿见影。

“情怀式”招商简单有效，却非长久之计。市场

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要讲经济回报，更加看重的

是投资项目的发展潜力以及能为企业带来的长远

效益，而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才能给予的。

比如打好“服务牌”，就是要当好企业的“服务

员”，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兴办企业要遵从市场法

则，他们的投资首选地一定是营商环境更优、政府

服务更高效的地方。对返乡投资的企业家，更要真

心做好服务，让企业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

“雨中打伞”的贴心。同时，把握“亲”“清”有度的界

线，不能因为“老乡来办厂”就搞旁门左道甚至违

法违规办事，否则既害了自己，也坑了企业。

比如打好“产业牌”，就是要当好产业布局的

“设计师”，注重产业链招商，营造特色鲜明的产业

生态。既要谋划好当地的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

群，又要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来吸引投资，形成“倍

增效应”。对返乡投资者的招商，要提前谋划，精心

做好产业布局，助力企业高效“入链”，力争让企业

来了有钱赚、项目有方向、发展有未来。

在第十届全球湘商大会上，天津市湖南商会

会长、天津久日新材董事长赵国锋便坦言，家乡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让湘商返乡投资更有底气。

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唯有“乡情”“内功”两

手抓，才能真正让三湘大地成为湘商的投资宝地、

发展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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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看
看
这
些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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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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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农联·湘东农副产品大市场

效果图。受访企业供图

株 洲 好 媳

妇 家 居 智 能 制

造 基 地 车 间 生

产现场。

刘芳 摄

“茶乡花海”

吸引众多游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