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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乡 巨 变 有 我
柳 洁 董庆森

从广东回到宜都，32 岁的陈宇让夏家湾的小

茶叶变成致富“金叶子”；走出大山创业又回归田

园，44 岁的杜永军瞄准蔬菜种植一头扎进高山；

54 岁的超市老板周祥玉刻苦钻研电商，就为助力

家乡农产品“破圈”⋯⋯

2023 年，湖北省宜都市先后入选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全国 22 个农村综合性改革试

点试验县市名单。广袤田野蕴藏着无限机遇，为

乡村致富能手提供了人生舞台。

茶园春早

“放着大城市的稳定工作不要，去贫困村种

什么茶叶，大学白上了！”父亲气得在电话里冲他

发火；母亲苦口婆心求他回去上班⋯⋯湖北省宜

都市王家畈镇夏家湾村茶叶合作社理事长陈宇，

忘不掉 2018 年跟家人商量回乡创业时的场景。

去年，这位来自黄冈市浠水县的“90 后”，带

领合作社销售干茶 150 吨，销售额超 900 万元，带

动周边 400 多名村民增收。

1.85 米的大高个，黝黑的脸庞，笑容灿烂。初

见陈宇，让人很难把他和茶叶种植大户联系起来。

2015年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工作的陈宇年薪不菲。

一个白领怎么千里迢迢到宜都种起茶叶了呢？

陈宇打开话匣子。2017 年，爱喝茶的他跟随

爱人来到夏家湾村，村里漫山碧绿的茶树很快吸

引了他的目光，打听到村里茶叶收购价格和卖

价，他震惊了：“干茶一斤只卖 5 元，太低了！”

当地茶叶消费市场咋样？一番调查，陈宇收

获惊喜，宜都中高端坯茶每年有近 8000 吨的缺

口。“要不然，来这种茶？”陈宇动心了。

彼时，夏家湾村是省级贫困村，村穷山高路

远，家人和老乡都不理解，学校苦读十余载，城里

工作稳定，咋想来这？

“村民们守着这么好的茶叶资源，却没能卖

上好价钱，太可惜。”说服家人，陈宇辞掉工作，于

2018 年 11 月正式开启“新农人”之旅。

在家人和村里的支持下，他很快在村里办起

了生态农业公司，先后流转承包 330 亩高山茶园，

并主动接过夏家湾村茶叶合作社的担子。

夏家湾海拔较高，雨量充足，茶叶一直是当

地传统产业，400 多户村民几乎家家种茶，但产出

的多是低档茶，即便是“贵如油”的春茶，每斤鲜

叶的收购价最高也只有 1 元钱。

脑筋灵活的陈宇心里盘算：像茶产业这种传

统行业，挣钱要出新招。

他先后到湖南、浙江、恩施等地“拜师学艺”，

在掌握茶叶管护、农机使用等基本技术的同时，

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回到茶园，陈宇请来宜都市农业局的茶叶专

家，测土、配生物肥料，很快便拿出第一招：提前

封园减少采茶次数，开沟施肥，加强生物防治，科

学提质。第二招：“一田两用”，将茶园免费提供

给农户养鸡、养羊，既能清杂草，鸡羊的粪便又能

肥地。

合作社的发展思路也愈加清晰：为社员向上

争取到每亩 1000 元物资补贴；合作社全部实行科

学管护，机采茶叶价格提升至每斤 2.6 元，人工手

采单芽价格更是翻了一番；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

新建两处加工厂房，购进全自动茶叶加工设备，

鲜叶加工产能提升至每天 1.5 万斤。

科学化、规模化种茶带来的收益在 2022 年展

现，合作社的名优茶销售量大幅上涨，红茶品质

甚至达到了出口欧盟的标准。

湖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宜昌市百佳农民、

宜昌市优秀五四青年⋯⋯陈宇获得了诸多荣誉。

“跟着他干，准没错。”身边的老乡竖起了大拇指。

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由最初的 58 户

发展到 156 户，户均年增收超 8000 元；茶园面积

扩大到 2000 多亩，每亩茶田增收 2000 元以上。

20 多个村民在这实现了稳定就业，解决农村留守

人员季节性用工 90 多人，每年辐射带动 400 多户

村民增产增收。

智慧种菜

“土壤要深耕，泥土要打成碎块状，这样才方

便一体化施肥及灌溉，保证种苗成活率。”今年

4 月份第一次见到宜都潘家湾乡金萱蔬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杜永军时，他正在指挥工人驾驶“铁

牛”犁地。

“马上就要进行辣椒栽种了，否则就会错过

季节。”杜永军抓起一把泥土，一边查看墒情一

边说。

杜永军，1979 年出生，早年外出闯荡，先是在

东莞一家台资企业打工，后来自己创办包装厂，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从小在潘家湾乡梁山村长大的他看到家乡

依旧贫困，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既可以照顾

年迈的父母，也可以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2019 年，他将东莞的生意交给他人打理，带

着妻儿回到村庄，流转土地上百亩，开始由企业

老板向“新农人”转型。

梁山村平均海拔 600 多米，适宜种植半高山

蔬菜，以前也曾有外地老板来这里承包土地种

菜，后来都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

在大城市打拼过，思路不一样。杜永军认

为，当地气候好、土质好，种出来的蔬菜有一种清

甜味，只要打开销路，就一定能带动乡亲们致富。

他聘请有着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长阳人覃

万海当顾问，指导村民种植适宜当地气候的红辣

椒及龙芽大白菜：红辣椒针对酒店市场，龙芽大

白菜主攻城市居民餐桌。

销售上，他一改当地蔬菜主销周边地区

的销售模式，瞄准武汉、上海、广州等大

城市市场，多方联络建立起了固定

的销售渠道。

种 植 上 ，他 坚 持“ 智 慧

化”种田，建起了塑料大

棚，全力推进水肥一体

化 种 植 技 术 ，并 与

联 通 公 司 合 力

打造“数字化”

良苗大棚。

走进投资 30 多万元建设的数字化育苗大棚，

一株株辣椒苗在方格状的苗圃内茁壮成长。苗

圃上端管线密布，自动化喷头正在喷洒水雾。

“借助 5G 网络系统，我通过手机就可对苗圃

内的种苗进入浇灌、施肥，还可监测大棚内的温

度及风速。”杜永军说，在他的蔬菜基地，每个塑

料大棚内都建有水肥一体化输送管道，只要启动

电子阀门，整个基地可同时实现灌溉、施肥作业，

既保证了水、肥料喷洒均匀，也节省了人力、物

力，降低了种植成本。

目前，宜都市金萱蔬菜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

1000 多亩，辐射周边 4 个村。合作社在推动产业

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

每年为村民带来 300 多万元劳务收入及近百万元

的土地流转收入；去年，合作社销售大白菜 1100

吨，红辣椒 600 余吨，产值达 600 多万元。

电商破圈

一大早，在宜都市松木坪镇庙河村，清洗芭

蕉叶、裁片、焯水⋯⋯庙河山珍创始人周祥玉一

边做着本地特色粑粑一边直播。直播间里，已有

近千人点赞。

庙河村因煤而兴，因矿厂关停而凋敝。当时

的周祥玉一家，老公失业，女儿要读大学，经营的

小超市生意惨淡，出去打工似乎成了生存的唯一

选择。但生在庙河、长在庙河的周祥玉却执拗地

要在家乡谋出路。

周祥玉爱看书，尤其是农业方面的书，一次，

她看到一篇用“互联网”把豆腐乳卖到全国的文

章后深受触动，庙河的豆腐乳、蜂蜜都是地道的

农家食品，却从来没有人想过把它们卖到外边去

赚钱。

周祥玉决定要当庙河村第一个“卖货员”。

2016 年，她卖掉自家超市，注册“庙河山珍”商标，

成立“庙河山珍专业合作社”，开启了创业生涯。

这一年，她 45 岁。

2017 年正月初八，她忐忑地在朋友圈发出第

一条野生葛根粉销售信息，紧张地握着手机不敢

动。突然屏幕亮起：“我要几瓶，怎么下单，你这

有蜂蜜吗？”一天时间，周祥玉卖掉几十瓶葛根粉

和蜂蜜，不到一个星期收入上千元！

她 兴 奋 地 带

领 合 作

社的社员们收货、拍照、打包、发货，尝到甜头的

庙河村乡亲也开始习惯把家里的好山货、好味道

交给周祥玉，“交给她能换好价钱”。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周祥玉渐渐有了更

多的想法，合作社要发展，既要守“土”也要求

“新”，要从时令性产品向日常化、规模化发展，让

乡亲们的增收路再宽一点、再稳一点。

她把眼光瞄向了宜都市，枝城镇的山胡椒、

聂家河的鱼糕，潘家湾的腊肉⋯⋯请来当地公认

的每一种产品做得最好的“大师傅”当主理人，原

材料来自宜都本地。

为提升产品品质，她还引进新设备，改进制

作工艺，成功解决了玉米浆易发酸、木姜子腌制

易发黑等问题，做出了 40 多款绿色健康、品质优

良的地产，受到消费者欢迎。

7 年前，在家乡谋生的梦想早已实现。7 年

间，周祥玉的梦想有了新变化，“其实还是那个

梦，只是她长大了，想让更多人和我一样，在家门

口就能过上好日子”。

37 岁的海娥是庙河村人，两年前因丈夫生

病，夫妻俩只能放弃外出打工，艰难度日。周祥

玉找到海娥：“想不想跟我干？”

在周祥玉的帮助下，海娥成了合作社的粑粑

师傅，丈夫平时帮合作社做点小零工，一家人每

个月有 3000 多元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周边很多像海娥一样的“家门口就业者”，或

把自家农产品卖给周祥玉，或是成为合作社的员

工、合伙人，既照顾了家里，也保障了收入。这让

周祥玉萌生了线上开展农村电商培训的想法：培

养一批能干事会干事的人，乡村有能人，发展才

有动力。她带着合作社一班人马设计课程，自己

备课自己讲，主打“学了就能上手”。

2018 年 7 月 ，在 宜 都 市 相 关 部 门 的 帮 助

下，庙河村第一期农村电商培训班开班，到现

在 ，举 办 了 几 十 场 培 训 ，培 训 学 员 近 1000 人 ，

他 们 活 跃 在 宜 都 的 山 乡 村 落 ，为 家 乡 发 展 出

力添彩。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到家乡发展，周

祥玉的女儿也正在攻读农村电商专业硕士。“我

的家乡，风景正好！”周祥玉说。

目前，宜都市已培育发展农村种植大户、电

商“大 V”、农业合作社带头人等“乡村 CEO”400

余人。他们善学习、肯钻研，在宜都

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成就

了梦想，促进了新时代

的山乡巨变。

羽 绒 服 为 何 夏 季 热 卖
杜 铭

炎炎夏日，羽绒服却成为热销商

品。那些曾经被形容为“钱包刺客”的

大牌羽绒服、皮草产品，此时价

格标签上几乎直接抹去一个“0”，

令人心动不已。“618”购物节期间，

羽绒服销量在各电商平台呈明显上

升趋势，不少带货主播在直播间内“边

吹冷气，边套羽绒服”。

北京有句老话叫“樱桃桑葚，货卖

当时”，形容什么季节卖什么东西。一

旦过了季节，要么商品逐渐下架，卖的

少了，比如各种节令瓜果蔬菜；要么买

的少了，比如夏天的羽绒服和冬天的

泳装。

不过，有时候“不按常理出牌”

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服装

作为一种快消品，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但对于羽绒

服这个品类来说，反季是

应 季 之 外 的 重 要 营 销 节

点。无论哪个平台或哪个羽

绒服商家，都会直接将“反季”作

为一大卖点。

作为具有较强功能性的服饰，羽绒

服大牌厂商在保暖性、美观性方面都不

惜重金投入，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品牌特

色和文化，也有中国商家跻身世界一流

羽绒服品牌行列。消费者越认可，品牌

溢价就越高。不过，对于商家来说，应

季服装一旦过了销售季，低价销售及时

“回血”用于扩大再生产，显然好过囤在

仓库里占用资金。

这也是一个卖家与买家双赢的局

面。天寒地冻时抱怨“羽绒服刺客”，不如

趁反季促销“捡漏”一把。虽然商家每年

都会推出各种潮流新款，但总有些经典款

式不会过时。反季节销售之所以香，就在

于既满足了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需求，又

降低了为品牌溢价付出的费用。

当然，并不是说品牌溢价不合理。

企业有能力获取溢价，才有动力投入创

新，同时溢价也说明了品牌在消费者心

中的地位。只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消费者中有喜欢赶时髦求新潮的，

自然也有图实惠不跟风的，各取所需也

挺好。

奥特莱斯这种零售业态就是从销

售过季款与过时款起家逐渐演变成大

型购物中心。在这里，很多一线大牌

商品往往以意想不到的低折扣出售。

不少城市的奥特莱斯甚至成为旅游购

物打卡点，有些热门品牌折扣店在活

动 期 间 因 为 人 气 太 旺 还 需 要 限 流 或

限购。

买名牌自然有买名牌的理由，但人

们也希望能省一点是一点。对企业来

说，通过牺牲一定的溢价换来了更大的

市场空间，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

响力。对消费者来说，在夏季买下一件

“骨折价”羽绒服，既帮商家清了库存，

也切实得到了实惠，更是收获了长达夏

秋两季的期待。

当然了，在夏季出手买一件羽绒服

前还得留个心眼，看看商家有没有先提

价再宣称反季降价。要做一个理性消

费者，就做得彻底一些。

非遗走出喜马拉雅

代

玲

“两步一跺、身前交

叉手、跄步⋯⋯”只要歌声

响起，朗嘎就情不自禁地想跳

舞。60 岁的她会跳 150 多种夏尔

巴歌舞。

夏尔巴歌舞，是夏尔巴人祖

辈传承的一种歌舞形式。位于西

藏日喀则市定结县西南部、喜马

拉雅山脉中段南坡的陈塘镇，平

均海拔约 2000 米，是夏尔巴人主

要聚居区。

朗 嘎 自 幼 就 会 跳 夏 尔 巴 歌

舞。田间地头干活休息的间隙

跳，村子里有重大活动时跳，跳舞

就像吃饭、睡觉融入朗嘎的生活。

2011 年，“陈塘夏尔巴歌舞”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朗嘎成为夏尔巴歌舞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每逢重大节日，当地都有盛大

的夏尔巴歌舞表演。随着日喀则

市大力推广喜马拉雅 5 条沟旅游

线路产品，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陈

塘沟，感受夏尔巴歌舞的魅力。

朗 嘎 和 徒 弟 们 跳 得 更 带 劲

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文

化。”朗嘎说，只要还跳得动，她就

会一直起舞。只要还教得动，她

就要把自己会的舞种传承下去。

定结县给予了夏尔巴歌舞大

力支持：开辟传习基地，提供经费

补贴⋯⋯朗嘎和徒弟们不用担心

跳舞耽误农活，反而通过跳舞提

高了家庭收入。进入陈塘沟的游

客逐年增加，表演者的收入也不

断增长。

喜马拉雅山脉保留了陈塘的神秘，沉淀了文

化，这种神秘感深深吸引着游客。今年，定结县

已接待游客超过 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700

万元。

除了夏尔巴歌舞，走进陈塘的游客都会尝

尝用当地产的鸡爪谷酿造而成的鸡

爪谷酒。饮用前，酒会被倒入小木

罐做成的酒器中，再加入温开水放

置 一 段 时 间 ，配 以 竹 吸 管 方 得 入

口。夏尔巴人的热情与温柔仿佛都

揉碎在这一杯酒里。2013 年，陈塘

鸡爪谷酒的酿酒工艺被列入西藏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9 岁的拉姆从小看着母亲酿

制鸡爪谷酒，传承了酿酒技艺。如

今，她已是陈塘鸡爪谷酒酿酒技艺

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每年，她不仅能获得县里提供

的传承人经费，还能通过卖酒获得

几千元收入。

随着定结县文旅产业的发展，

拉姆卖酒的收入逐年增加。她对鸡

爪谷酒的未来充满期待：“期待年轻

一代通过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

将鸡爪谷酒带到更大的市场上。”

陈塘的好山好水不仅孕育出了

鸡爪谷酒，还孕育了漫山遍野的绿竹，

造就了西藏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陈塘竹编技艺”。竹丝在竹编

技艺自治区级传承人加布的指尖飞

舞，顷刻便成为一件精美的作品。

15 岁起，加布就会编织竹篮。

他的竹编产品曾获日喀则“十大最

具市场前景手工制品”称号。如今，

加布创立了定结县陈塘镇帕布竹编

合作社，带起了学徒。去年，他在夏

尔巴文化旅游节和市里举办的珠峰

文化旅游节上，靠销售竹编作品收

入 6 万元。

加 布 说 ，文 旅 发 展 给

非遗带来了机遇，让传统技艺焕发

了新生。他要不断提升自己技艺

水平，让非遗产品在广阔的文旅

市场上越走越远。“我的竹编要

飞出喜马拉雅群山，飞向更广

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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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湖北宜都潘家湾乡金

萱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永军

正在采摘。

图② 宜都市王家畈镇万亩

优质茶园基地。

图③ 中国谜语村——宜都

市高坝洲镇青林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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