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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黎辉看中了家乡山林的宝贵价值，开始对父母经营的家庭农场养殖基地进行重新定位、包
装，取名“樨鄉記”生态农庄，“樨为木樨，为桂花别名，鄉为乡村，有‘郎’的乡村有未来。”

□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蓝怡俊

本报讯 在距离遂昌县城近 40 分钟车程的

湖山乡长安村，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家庭农庄

“樨鄉記”，近两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破旧的养殖场变成了小有名气的旅游农

家乐，而这一切都是“少庄主”邱黎辉带来的改

变。

邱黎辉是土生土长的长安村人，今年刚年

满 24岁，尽管脸上还带着稚气，但说起对未来的

规划却思路清晰，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是风风

火火。

2017 年，邱黎辉放弃了当地一家银行的稳

定工作，选择回家创业。“老家的风景优美、空气

清新，最重要的是山里还种植了 7000 多棵桂花

树，这样的‘宝藏’如果被埋没了，我觉得很可

惜。”邱黎辉看中了家乡山林的宝贵价值，开始

对父母经营的家庭农场养殖基地进行重新定

位、包装，取名“樨鄉記”生态农庄，“樨为木樨，

为桂花别名，鄉为乡村，有‘郎’的乡村有未来。”

当时，家人极力反对，邱黎辉将自己的思路

和计划制作成了详细的企划书，讲解给父母听，

还开始尝试着在互联网销售土鸡，没想到原本

只能在湖山销售的土鸡在朋友圈成了“网红”产

品，不仅卖进了县城，还有不少杭州、上海的订

单，农场的土鸡第一次卖断了货。父母看到了

儿子创业的决心与能力，这才转变了态度。

有了父母的鼎力支持，邱黎辉放开了手脚，

通过几年的努力，将原本脏乱、破旧的家庭农场

改造成了崭新的农家乐，还增加了餐饮、观光、

烧烤等功能。同时，他引进了新的土鸡养殖理

念，土鸡的养殖容量也从原来的 1000 多只扩容

至现在的 5000 只左右，接下去计划还将扩容至

1万只。在邱黎辉的规划里，这里将会是一个集

吃、住、游、娱、购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我从没想过养鸡场能做成现在的规模，更

没想到这片闲置的百亩山林，能以这样的形式

被盘活。”眼看着自家农庄的规模越办越大，邱

黎辉的父亲邱金福乐得合不拢嘴。

邱黎辉的回乡创业，不仅让自己一家人的

生 活 发 生 了 改 变 ，周 边 不 少 村 民 也 跟 着“ 沾

光”。海带排骨锅、番茄炒鸡蛋、香菇炒肉⋯⋯

饭菜香中，在樨鄉記劳动了半天的工人们歇了

下来开始吃饭，他们都是湖山乡的村民，“我在

这边每天有 150块钱的工资，一年能有两三万元

收入。”今年 65 岁的罗樟宝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告诉记者，如今他年龄大了，出不了远门，能

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让他很满意。

“既能安心工作又能兼顾家庭，比在县城打

工好。”一旁的谢新洪接过话茬，他是这群人中

的包工头，原本在县城工作的他，在邱黎辉的邀请

下，回到了家乡，如今一年有 8 万元左右的收入。

邱黎辉告诉记者，每年他要支付六七十万元的工

资。

当理想照进现实，邱黎辉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今年他有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有着多年电

商从业经验的毛立华和有着设计、摄影、营销等技

能的赖鹏飞，与他组成了一个个“70”后、“80”后和

“90”后梯队，他们各有分工，未来将会在网络销

售、营销宣传等方面开拓进取，对他们而言，未来

可期。

不顾父母反对，放弃银行稳定工作

丽水“95后”小伙回乡创业盘活百亩山林
周边村民也跟着“沾光”，他说有“郎”的乡村有未来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孙丽雅

本报讯 6 月 6 日，“运动不老男神”、开元

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出现在丽水松阳，参

加一场以“陈妙林带你探索江南秘境——田

园松阳”为主题的体育户外直播活动，两个半

小时的直播里吸引了全网 400万+网友观看。

上午 8 点半，直播从松阳地标独山脚下

开 始 。 直 播 中 ，陈 妙 林 和 松 阳 当 地 的 金 牌

讲 解 员 向 全 国 网 友 推 介 了 独 山 驿 站 、松 阴

溪绿道、大木山茶园等景点，还在石门圩廊

桥 市 集 和 网 红 大 咖 直 播 带 货 松 阳 特 产 ，引

起了众多网友的抢购。

陈妙林在直播中不断点赞松阳：“我认为松阳

的经济定位基本上还是以农耕为主，因此松阳的

农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把松阳宣传出去，我

相信不仅仅是旅游人士会增加，投资也会增加。

我非常喜欢松阳，这里发展民宿经济，发展乡村旅

游经济非常好。”

在陈妙林直播的同时，松阳文广旅体局相关

负责人也在直播间大力推荐松阳旅游资源、生态

环境。据介绍，松阳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

和思路，走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之路，尤其在传统

村落的保护发展中，坚持“活态保护、有机发展”，

直播活动无疑促进了松阳全域旅游发展和全民共

享。

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亲自“带货”

观看人数 400 万+ 松阳这场直播火了

□ 记者 刘烨恒 陈雅雯

本报讯 芒种至，盛夏始，6 月 5 日是农历节

气“芒种”，由云和县人民政府、杭州商贸旅游集

团主办的“想见云和你”第十四届云和梯田开犁

节，在云和梯田丽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开幕。

开犁节是在每年芒种时令启动夏种的传统

民俗活动，有着近千年的历史，传承至今已然

成为云和梯田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从 2006年第

一届开犁节至今，每年一到芒种节气，五湖四海

的游客都会来到梯田，一同体验开山号子、祭神

田、开犁、山歌对唱等，感受传统农耕技艺、民间

艺术和民风习俗。

开幕式现场，主办方发布了云和梯田 IP 形

象“木积积和稻草草”。浙江省自驾车旅游协会

与云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还在现场签署

了“浙江人游云和”战略合作协议。此外，云和

白鹤尖 4A 景区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浙江云

和梯田景区户外类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浙江云

和梯田景区太空舱体验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也于活动现场成功签约。

除了历届原有的非遗民俗表演、农耕文化

体验、云和梯田田园市集等传统活动外，本届开

犁节还新增了“我在云和有丘田”淘宝直播带

货、“云和梯田 DOU 在看”抖音话题互动、“你肯

定没玩过”非遗自驾体验游、“自助游、省内组团 游”产品研讨会等活动。

线上线下共振促文旅产业复苏

第十四届云和梯田开犁节开幕

陈妙林陈妙林（（戴墨镜者戴墨镜者））在直播中在直播中

邱黎辉一家人和他们的农庄

特约摄影记者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刘海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