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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什么种，才能长出什么样“希望的田野”。

纵观当下的乡村旅游不只是停留在采摘、

钓鱼、吃农家饭的初始阶段，正向 2.0 乃至 3.0 探

索，还需要一些新思维新举措。

“ 不 能 坐 山 吃 山 ，还 要 护 山 养

山。”易启洪坦言，农家乐越开越多，

人多了，有些问题也要防患于未然。

去年，沩山村召开了一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大会，村里所有的农家乐经营业主参加，他们

自觉“约法三章”，即垃圾不乱丢，处理好垃圾排

污工作；保证食材安全新鲜；店面装修及宣传上

都突出“沩山”招牌。

正如田保中所言：“沩山村是我们的家乡，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发家致富的资本。她好了，

我们才会好，应当守护好。”

但“供给侧”的改善，则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

加入。沩山镇相关负责人坦言，乡村旅游时一

项专业且系统的工程，沩山村的旅游服务、管

理、品牌的建设都需要专业机构。“我们

期待创新投资经营模式，希望有社会力

量加入，为乡村旅游发展持续注入

活力。”该负责人表示。

“客家人”“返乡做农产品”“喜欢汉服拍摄”，这是 36 岁

的陈慧华，在抖音账号上给自己写的标签。

陈慧华家住炎陵县沔渡镇上老村，她个子娇小，开朗

爱笑，近两年一直在做电商短视频为家乡特产“带货”，在

当地已小有名气。

回首返乡追梦历程，陈慧华有喜，也有愁。

有网友叫她“炎陵李子柒”
陈慧华的抖音账号叫“厂长是个村花”，称自己“厂长”

是觉得这个说法好玩，但返乡当“村花”，她是认真的。

由于家庭贫困，陈慧华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之后，她

一路摸爬滚打，在南方打过工，也创业开过烧烤店。她头脑

灵泛，微信刚流行不久的 2013 年，就开始做起了微商，通过

微信平台卖家乡的腊肉和红薯干等。

2020 年底，在外打拼多年的陈慧华回到家乡，专心做

农产品推广。之所以这么选择，除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让她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前景，还有以前兼职做微商的经

验，为她积攒了底气。

运营微信平台、注册抖音账号、拍摄短视频等，陈慧华

将镜头对准家乡的土特产，以及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日常，

用分享的方式进行“带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些短视频里，陈慧华或腌制腊肉，或制作霉豆腐，或

身穿飘逸的汉服在桃树下起舞，展现了家乡原汁原味的特

产和山清水秀的美景。视频点击量多的有四五十万人次，少

的也有上万，网友纷纷在评论区问：怎么才能买到视频里的

特产？

凭着自己摸索拍摄，陈慧华的抖音账户目前已有 1.6

万粉丝，获赞达 18.4 万人次。随着流量的累积，近 3 年来，她

“带货”的销量也在递增。

今年整个 4 月，她制作的艾叶米果每天都能卖几百个。

到了端午节，粽子每天能销近 2000 个，她连续加班了一周。

有了陈慧华的“带货”，乡亲们也受益不少。她经常从农

户家采购腊肉、腊鸡、红薯干等农产品，忙的时候要雇七八

个村民帮忙，这都给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

“不止一个网友对我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炎陵李子

柒’。”36岁的陈慧华笑着说。

陈慧华坦言，虽然她很喜欢也一直关注李子柒，但自

己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对方，而是根据家乡的特色与自身喜

好在做视频，希望更多人喜欢上她的家乡与农产品。

如何走得更远？她呼唤更多引导与支持
“炎陵黄桃开始出单”“炎陵夜宵店招聘服务员”。

看陈慧华的微信朋友圈，能直观地感受到，她最近忙得

不可开交。炎陵黄桃开园在即，她要为家乡最知名的特产“带

货”。同时，她在炎陵县城租了个店面，打算重新开一家烧烤

店，装修师傅频频打电话过来，她经常忙得饭都来不及吃。

目前，陈慧华同时运营四个微信账号，微信好友将近

一万人。她下面还有六七个代理，帮她推广家乡的土特产。

家乡的味道，是舌尖上的乡愁。这两年，陈慧华把家乡

的土特产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通过代理卖出了国，“下单

的人绝大部分是身在外地的湖南人。”

做电商短视频为家乡“带货”，生意越来越红火，但陈

慧华也遇到了一些困惑与瓶颈。

做艾叶米果、腌制腊肉、包粽子等，陈慧华“带货”的农

产品，都是她在自己家制作的。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近年

来，她不断添置冰柜、蒸笼柜等电器设备，在家里的彩钢大

棚下开辟了一块制作区域。

可当陈慧华要将现在的“家庭作坊”，变为规模进一步

扩大的企业，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拿到一些特许经

营资质等。这方面，她呼唤相关政府部门开展针对性帮扶。

在陈慧华看来，株洲各地的乡村，不乏像她这样的电

商短视频创作者，他们在乡村“野蛮生长”，为家乡农产品

带货，可谓乡村的“小网红”，他们急需针对性的政策解读

与宣传，还有融资方面的帮扶等。

助力农产品打造品牌与家乡“出圈”，陈慧华说，“给我们政

策的阳光雨露，我们这些乡间‘小网红’也能释放‘大能量’。”

7 月 18 日，周二，又是晴天。洗漱之后

简单吃个早餐，我和工作队成员立即出

发，照例在 8 点前赶到村部，迅速投入新

的一天的驻村帮扶工作。

乡间七月，水西村的黄桃熟了，家家户

户的房前屋后，套袋的“金果果”悬挂枝头。

经过前期走访，我们了解到，今年村里的黄

桃产量估计将达到 13.5 万公斤。开园采摘

在即，黄桃的销路成了村民最关心的问题。

而 早 在 6 月 底 ，我 们 工 作 队 就 和 村

“两委”未雨绸缪，想方设法为果农谋划销

路。我和工作队队员分头向后盾单位积极

反馈后，市档案馆、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市工商联相关领导都二话不说，表示

将大力支持。

此外，我和工作队员也在运用自身

“朋友圈”，为村里的黄桃“带货”。在我多

次推荐下，东莞的一个朋友答应先来 100

箱上等的大果，还说如果品质确实好的

话，他会再订 100 箱。再加上村民自身也

有一些过去的销售渠道，相信今年的黄桃

销售问题不大。

村民所需所盼，就是我们帮扶所向。

这也是我们工作队要求自身坚守的为民

情怀。

进村到岗两个月，我和工作队员通过

走访摸底，基本掌握了村里的情况。在和

村“两委”商讨并广泛征求村民建议的基

础上，我们初步编制了村项目库，打算从

驱动党建、民生实事和农文旅产业这“三

驾马车”着手开展帮扶。

帮扶计划充分尊重了村民的主体地

位。比如民生实事，我们想了个“123”：维

修 1 条拦河坝、修缮 2 条灌溉水渠，以及拓

宽硬化 3 条村道。每个项目多长距离、惠

及多少户村民等，我们都有基于深入调研

的具体数据。

这些项目大都来自村民的诉求与意

愿。记得 5 月的一天，我们刚到村里不久，

就有村民在我们走访时反映，部分水渠、

堰坝等农田水利设施破损严重，希望工作

队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村里召开

“屋场会”，又有乡贤提起。我们相信，以扎

实的举措回应村民的心声，乡村振兴才能

不断蓄积起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当然，除了村民发挥主体作用，人才

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工作队也

在不断努力，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吸引

更多年轻人关注水西村、走进水西村。

前不久，后盾单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就将 2023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放在了水西村。一个个青春洋

溢的大学生来了，他们给孩子们上课，给墙

面画上明艳的色彩，教村民如何拍摄短视频

推销黄桃。即便他们待的时间不长，但或许

已经在孩子们心里播下了种子，也给偏远山

村的人带来了理念上的碰撞。

驻村帮扶的工作队总有一天会走，我

们希望的是多为村民办些实事，让留下的

“种子”生根发芽，最终开出振兴之花。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
邓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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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作为千年古窑发源

地，山清水秀的沩山村又迎来了一年乡村清凉

游旺季。“沩山渔村”“醴沩山庄”等农家乐，“千

年古窑”“沩山豆腐”手工坊等沉浸式体验的景

点里，迎来了一批批游客，村民们端茶送水，游

客们满载而归，双方都不亦乐乎。

5 年前，沩山村接连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却仍然是个“酒香巷子深”

的贫困村。虽是釉下五彩瓷的发祥地，坐拥我国

规模最大、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古瓷窑遗址群“沩

山古窑”、特色美食、青山绿水等优势资源，但这

些乡村资源始终没有转化成乡村振兴的“资本”。

5 年后，本报记者实地调研，探访沩山村由

贫转富、由落后村转向“明星村”的发展历程，同

时把脉沩山，探寻其仍需发力之处，探求解题思

路，以供借鉴和参考。

夏日周末，从株洲市区驱车 1 个多小时，就

可抵达醴陵沩山村，只见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民

居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俨然一幅葱蔚洇润、生

机勃发的写意画卷。

村口处的“沩山渔村”农家乐里炊烟袅袅、

笑声朗朗，老板田保中夫妇忙着端茶送水，为客

人送上这里两道特色菜——醴陵市级非遗项目

沩山糯米饭以及沩山豆腐；午后，游客们去村里

的沩山豆腐手工坊，化身“豆腐西施”，亲手体验

将黄豆做成豆腐、豆花、豆浆的制作过程。尽管

天热，但村里天然的几条小溪成为游客的溯溪

好去处，感受乡村独有的清凉，溪里随处可见的

瓷器，都在告诉游客，这里是瓷窑发源地，千年

古村；待暮色降临，“醴沩山庄”民宿的老板易启

洪已经为住宿游客备好了洗漱用品……两天一

晚沩山村游初见雏形，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又

开始恢复生机。

他们都是村里第一批带“资”回归的村民。

“5 年前，听说村里要通路，为发展乡村蓄

力，村干部希望我能带头回来，为村里助力，我

就回来了。”易启洪说。他口中的那条路就是“醴

北人家旅游扶贫专线”，98 公里的沥青大道串起

沿线 12个贫困村，其中就有沩山村。

沩山村九分山，一分田，虽具有近郊优势，

但崎岖的地势让村里始终缺乏宽阔的道路，也

阻断了外出打拼的村民回归的心思。

要致富，先修路。这条路的修通，为沩山村

带来了新希望，吸引在外事业有成的易启洪、田

保中等众多村民回来了。

这两年来，返乡的人多了，村里发展好了，

游客也在增加，原本 6 米宽的古窑大道承载能力

有些“吃力”，亟待拓宽，但道路拓宽势必会占用

两旁的农田和山地，村里也付不起土地征用的

费用，征用土地算得上是“天下第一难事”。

在对发展的渴望里，一切难事都可以攻克。

“修路是为了村里的长远发展，我们每个人

都是受惠者。”“这些年，我们为了村里的变化，

看好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齐心协力，用实际行

动支持村里的发展。”村民们在合计之下，无偿

腾出土地用于拓宽道路。

如今，宽阔的道路就像一条“绿脉”，不仅串

起了沩山村乡村旅游资源，更送来了源源不断

的游客，让更多村民端起了旅游“金饭碗”。

不久前，2023 年湖南重大文旅产业项目香

港招商推介会上，醴陵窑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

评最受香港投资者青睐的二十个湖南文旅产业

项目之一，沩山村乡村旅游又将迎来新机遇。

因旅游而焕发生机的“明星村”

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搭上乡村旅游的

快车，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让沩山村成为小有

名气的“明星村”，但“明星光环”的背后，也有些

美中不足的地方。

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每到节假日，各种

知名景区总是人满为患，这种“花钱遭罪、身心

疲惫”的糟糕体验让许多游客选择去乡村“养眼

洗肺、解乏去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乡

村旅游仍然停留在赏田园风景、品农家饭菜、摘

农家果蔬的观光休闲初级阶段，同质化现象普

遍，导致游客的体验大多停留在浅表的经历和

记忆，无法获得深层的感受和体悟，游览时间难

以延长，重游意愿自然不高。

“而能够让沩山村脱颖而出的还是文化底

色。从目前村里开办的农家乐而言，虽然有些融

入当地特色美食，但文化特色挖掘不足。”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

旅游只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该业内人士

建议，沩山村最大的文化特色就是“陶瓷”，一个

农家乐就是一个沩山村特色的载体和窗口，农

家乐用的锅碗瓢盆就可以印上“沩山制造”的

Logo，甚至可以用一些碎瓷片打造一些供游客

打卡的景点，固化沩山村“千年瓷都古村”的标

签和印象。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大多以

“乡景、乡情、乡韵”作为卖点，倾向于挖掘“乡土

气息”，存在“越土越香”的片面理解，对于管理、

服务、品牌的意识普遍欠缺。然而乡村旅游的主

要客源，都是既要“土味”也要“品位”的附近城

市居民，除了感受乡土文化，他们也向往安心放

心的出游环境，舒心暖心的服务体验。

“但目前，村里的卫生保洁力量、道路绿化

等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不够，特产也带不走。”沩

山镇相关负责人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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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又到一年乡村清凉游旺季。近年来，在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个城区、县域都铆足劲儿
在乡村游上下大力气，抢搭“短途游”“乡村游”
的快车，希望通过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实现
乡村振兴的美丽梦想。

那么我市各县（市）区乡村文旅
发展如何？又有哪些样本可供剖
析？本报记者就此专题调研，
深入乡村文旅一线，探寻
发展样本，剖析背后成
因，直面短板，提供
思路，特推出株
洲乡村文旅
调研系列
报道。

沩山村的月形窑。

“
沩

山
渔

村
”农

家
乐

。

随处可见的瓷片。

“沩山豆腐”手
工 作 坊 里 ，小 游 客

正在体验磨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