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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观察观察

““火锅进村火锅进村””抢滩乡村振兴新赛道抢滩乡村振兴新赛道

■ 朱捷

从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
业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四川成
都。去年 1 月，我开启了蒲江
县 寿 安 街 道 妙 乐 村 驻 村 生
活。到村后敢于干事担事，是
选调生职责所在。我立志要
以十分的热情、激情、感情投
入基层工作中。我常想，我能
用所学知识为乡村发展做些
什么？给村民带来什么？这
是一个“大话题”，若不能脚踏
实地，就会成为空谈。

到村后，我翻阅妙乐村村
情资料、摸排村内资源，逐渐
熟悉了基本村情。在常态化
参与村内环境巡查、交通安全
劝导等工作外，我发现以耙耙
柑为主导产业的妙乐村，有大
量沿省道和快速路摆摊零散
售卖耙耙柑的情况，随之而来
是的人员管理、环境治理、交
通安全劝导等开展难的问题。

我们秉持“堵不如疏”的
理念，提出营造以“柑橘宣传-
零散售卖-节庆活动”为一体
的“村口集市”想法，通过强化

“耙耙柑”IP，形成村庄特色场
景，助推乡村发展。依托村庄
沿线区域性道路扩路改建契
机，在跟街道、施工方不断接
洽后，我们将在沿线合规设置
柑橘摊位纳入道路交通规划
方案中，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
难题。

村庄要可持续发展，不能
只伸手向上要资源，更要积极
开拓资源、链接资源。在街道
的支持协调下，我一边主动链
接母校资源，与南京大学乡村振兴规划营
结成合作关系，一边申报蒲江县“首席顾问
规划师”以争取资金支持。

去年 7 月，我们邀请规划营 10 人团队
驻地开展规划实践。在与村“两委”干部、
企业、村民深入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团队提
炼特色产业耙耙柑、传统民居和铁路等形
象，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创作出具有本土特
色的可视化IP形象、村口景观、景观标识体
系和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等方案。以此为基
础，衍生形成柑橘特色帆布袋、扇子、果袋
果箱等文创产品，上线“蒲小橘”“安妙妙”
系列表情包。以特色文化IP凝练村庄文化
符号，培养了妙乐村的“新气质”，也提高了
村民对本村文化的感知与认可。

目前，我们已完成村庄主要出入口宣
传标识标牌、标志性景观小品等建设工作，
进一步提升了村庄辨识度和美观度。值得
一提的是，这种“IP引领、场景营建、多元共
治”的理念，以及高校专业团队引导村民参
与美丽村庄建设全过程的营建方式，得到
了街道认可。街道希望从街道层面与南京
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成立乡村振兴规
划营寿安站点，以村为单位、由点到面，实
现区域内乡村特色营建。

乡村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协奏
曲”，需要村干部与村民的“双向奔赴”。我
提出“以趣味活动为引擎，凝聚村庄人气”
的构想，以儿童趣味活动、儿童共同行动为
杠杆，撬动围绕儿童的家庭和志愿者等行
动系统，建立以“儿童为主、家庭支持、社工
助力、村委支撑”的多方联动机制，为多元
共治、村庄发展提供内核动力。

借助“首席顾问”资源优势，我们引入南
大青年协会“建城童趣”公益资源，在妙乐村
长期开展儿童美育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去
年7月以来，通过邀请村内适龄儿童观看视
频、聆听讲解、拼接模型等方式开展活动12
场。从最初参与人数不足10人到后面场场
爆满，以儿童活动为纽带累计吸引陪护家
长、党员义工、志愿者等200余人次。

在参与村庄活动中，村民们开始主动了
解社区服务事务，为后期村庄营建提供了资
金、资源、人力等多种支持，让村庄事务决策
也更易接受、村庄治理行动更易推行，为共
建共治共享目标的实现播下了种子。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寿安街
道妙乐村村主任助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王璐

假如让你蒙眼空降到恼包村，睁开眼的一
刹那，仿佛置身于设施顶尖的大型游乐场，或
是雾气氤氲的江南水乡。目之所及，皆与你想
象中的村子不一样。

恼包村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保合少镇，离呼和浩特市区不到20公里的距
离。今年“五一”假期，恼包村日接待游客达21
万人次，成为内蒙古最火爆的景区之一。

“不到恼包村等于没来过呼和浩特”

“进村即景、推门即景、睁眼即景，感觉再华
丽的文字也难以描绘出恼包村的美！”这是前来
采访的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恼包村的印
象。漫步其中，在传统建筑与现代高楼大厦的
映衬下，水世界、摩天轮、江南水乡游园、民宿大
集、勇士部落、飞行影院、购物中心等打卡点散
落在村子的四面八方。近年来兴起的恼包音乐
节、跨年灯光秀、接二连三的明星演唱会等新潮
现代的文旅大餐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流传出“不
到恼包村等于没来过呼和浩特”的说法。

6月16日，在勇士部落游客入口处，记者
遇见了专程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来逛恼包村

的两位退休阿姨，她俩一边相互拍照留念，一
边感慨地对记者说：“经常从手机上看到恼包
村的视频。最近几年，我俩几乎每年都来恼包
村，每年都有大变化。”

陌上桃花源，塞外水云间。入夜，巨型摩
天轮“恼包之眼”点亮星空，为这座现代化乡村
勾勒出一个梦幻瑰丽的童话世界。透过“恼包
之眼”，是人们对今日恼包的惊鸿一瞥，也是岁
月对这里沧桑巨变的慨然回眸。

立足本村优势 为村民创收增收

恼包村监委会委员高明对记者介绍说，恼
包村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20余年
历史。辖区面积 12平方公里，全村总人口
2480人。由于村庄坐落在大青山前坡的低洼
地带，五道洪水沟在此交汇，历史上水患严重，
靠天吃饭的恼包村村民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步伐的加快以及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大青山
前坡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的全面实施，5万亩草
场、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心、呼和塔拉会议中
心等大型公共设施落户恼包村周边，使得地区
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面对常年房屋被破坏、传统种植业无法让
大家脱贫致富的状况，恼包村党总支决定：整

村搬迁，在恼包村附近重新规划选址，建造宜
居移民新村。

为使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恼包村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因地制
宜培育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美食
餐饮为一体的乡村生态特色综合文旅业态，打
造全要素文旅产业链。2019年，一座崭新的
恼包村惊艳问世，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和划
时代的新生。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得到了极大提升。

“近年来，我们立足本村优势，通过产业
发展、移民搬迁、生态补偿和社会兜底等渠道
多方并举，为村民创收增收。村委会筹集资
金，成立了恼包村民粮油供应站，按季免费为
村民发放米、面、油；村集体先后筹集资金
3700万元，为村民办理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险；筹集资金建设了恼包村卫生院，基本实现
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目标。如今的恼包村

民人均年收入达5万多元。”恼包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恒彪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恼包小镇45栋村民住
宅楼、商业街、美食街、文化产业园区、科技农
业园区、物流园区等产业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近年来，恼包村以商养文、以文促旅，依托文旅
产业，共迎来海内外游客3000多万人次，解决
了本村及周边村民就业岗位6000多个，村集
体搭建的产业平台年创收10亿多元。利用交
通优势，引进建设了现代仓储物流园，20多家
物流快递企业年货物吞吐量达1000余万吨，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让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

李飞是在呼和浩特大学城打工的“外来
户”。当恼包村随着抖音火遍全网的时候，年
轻的李飞嗅到了商机：“刚开始，我周末从大学
城带上一些零食来村里卖，赚些差价。后来生
意越来越好，我就干脆租了村里一个小商铺，
从此在恼包村扎根！”

2020年，眼看着恼包村人气越来越旺，孙
学平决定返乡创业。在村“两委”的指导协调
下，他在恼包村游乐场里开办了碰碰车乐园项
目，自营业以来，孙学平每年收入在30万元左
右。“在外打工不仅辛苦，还照顾不了父母，一
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看着村里越来越红
火，就决定回家创业了。”孙学平告诉记者。

种了60多年地的李妙桃拿着退休金享受起
了惬意的休闲时光，50岁的高瑞金结束了在外漂
泊打工的生活，在村小吃街上承包了摊位，游客
流量多时一天能赚4000多元……“恼包村村民
真正实现了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村民们实实在在享受
到了发展的红利。他们开玩笑说自己是恼包村
的‘事业编’。”李恒彪话语间充满了自豪。

几年来，恼包村获得的“国字号”荣誉就有
几十个：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级森林乡村、中国
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入围“全球最佳旅游乡村”候选名录。

李恒彪表示：“我们去年搞了‘生态恼包音
乐节’，3天时间吸引了全国各地30多万游客，
实现经济收入6000多万元。一位游客说：全
国文旅城市‘上半年看淄博，下半年看呼和’。”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

朱捷（左）给村民答疑解惑。
妙乐村村委会供图

■ 赵伟平

李国铖没有想到，从农村进入重庆城区，
在经营了12年火锅店之后，又在2016年回到
农村开火锅店。现在，这家原生态花园火锅店
成功出圈，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六一儿童节，树林间到处都是人，要不预
订根本就没座。”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人
民村枣林里花园火锅店负责人李国铖介绍说，
周末及节假日，他的花园火锅常常是一桌难
求，有的食客还是从其他地方慕名而来，排队
也要吃上一顿乡村火锅。

排队吃火锅的场景，如果出现在城里并不
稀奇，一家乡村店铺能有如此盛况着实耐人寻
味。李国铖坚信：“火锅进村”代表的是一种人
与大自然亲近的新型消费方式，有着广阔的市
场空间。

原生态消费场景、新鲜优质食材——
城里遍地开花的火锅进了村

在枣林里花园火锅店——枣树、花卉绿植
等将钢架支起的遮阳棚围住，从外面看，根本
看不出这里在经营火锅，还以为走进了一处生
意盎然的花园。

“这里的火锅主要有两种消费场景，一种
是在枣林间的露天火锅，另一种是由农房改造
的室内火锅。”李国铖饶有兴致地讲起这家花
园火锅店的由来。

家住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的李国铖，
2004年来到重庆城区，先后开了5家火锅店。
随着竞争的加剧，他发现食客对火锅消费有了
不少新需求，比如味道、食材、消费场景等。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我们在火锅店里打
造了假山园林景观，但不论怎么装饰，总觉得
不自然。”李国铖说，由于出生在静观的苗木世
家，他从小就对园林的修剪、装饰很在行，于是
便决定把火锅店“搬”回乡村经营。2016年年
底，一个以1000多棵枣树等绿植为消费场景
的花园火锅店在人民村开业。

由于花园火锅店重点展现了乡村独有的
消费场景，很快便一炮而红，成为当地食客争
相打卡的网红地。“在这里，可以一边吃火锅，
一边享受大自然原生态的景色，与城里吃火锅
相比，这里的心情更放松，令人印象深刻。所
以我们宁愿开一个多小时的车，也要到这村里
来吃一顿火锅。”食客赵琴说。

火锅店能够开到乡村，除了原生态的消费
场景外，优质新鲜的食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巫溪县通城镇通城村“坝坝火锅”店负
责人宋祖成深有感触。

“坝坝火锅”店地处大巴山腹地，距离巫溪
县城近一小时车程。在不少人看来，在这里开

火锅店，无疑是拿钱打水漂儿，而在老宋看来，
区位条件的劣势恰好是发展的优势。“山里植
被繁茂，水和土壤污染少，种植的时令蔬菜绿
色新鲜，能满足食客对优质火锅食材的需要。”

老宋说，店里的时令果蔬，绝大多数都是
当地农民自己种的，他们提前接到火锅店发去
的订单后，当天一早就去采收，然后再交给火
锅店或由服务员领着客人，上菜农家的地里采
摘，再交由服务员清洗，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地
头直达餐桌”。

老宋介绍，目前近半数的回头客都是冲着
新鲜食材来的。同时，他们还把这种消费方式
用手机记录下来，在自媒体平台晒出，让“坝坝
火锅”店加速出圈，游客蜂拥而至，一个晚上常
常要翻台一两次。

除了北碚枣林里花园火锅店、巫溪“坝坝火
锅”店，还涌现了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的稻田火
锅、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的油菜火锅、巴南区南
彭街道鸳鸯村的瀑布火锅……随着城市消费需
求的升级和乡村环境的不断改善，“火锅进村”
已成为巴渝乡村一种新的消费现象。

季节性消费强、优质食材不足——
这桌“火锅”还差点“味儿”

“火锅进村”一头连接生产端，一头连接消
费端。宋祖成推出的食材现摘体验模式，不仅
让食客们吃到了优质新鲜的果蔬，还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难题。

去年五一节“坝坝火锅”店开业后，老宋经

常开着摩托车上李常兵家收购农产品。除保
底收购蔬菜外，他也把土鸡、苕粉、腊肉、干洋
芋片、桃子、李子等一起收购，李常兵再也不用
为这些农产品找销路四处奔波。

在北碚区人民村，村民张永成夫妇将自家
10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租给了李国铖经营花
园火锅店，他们也在火锅店上班，老两口一个
月有6000多元收入。

毫无疑问，“火锅进村”对盘活闲置农房、
带动农产品销售、解决村民务工就业发挥了作
用，但接受采访的火锅店经营者均认为，“火锅
进村”要从“网红”变为“长红”，还面临着重重
困难。

2022年，在江津城区负责火锅营销的陈
强与江小白达成合作，利用后者的油菜花田打
造一款油菜火锅。当年3月底，油菜火锅隆重
推出，不出意外地火爆了朋友圈，前来体验消
费的游客接连不断。

“人流量确实大，但苦于花期太短，我们也
想扩大油菜火锅的规模，但一算账，投入和产
出不成正比，最后不得不选择放弃。”回忆起油
菜火锅的盛况，陈强至今仍感到惋惜。

陈强的无奈，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南北大
院稻田火锅负责人李波感同身受：“我就像只迁
徙的鸟，春天、秋天村里景色宜人，我就在村里
经营火锅，冬天、夏天又回到城里经营火锅。”

“火锅和村里其他产业一样，原来也是要
看天吃饭的。”李波不无幽默地说，由于季节性
强，他的稻田火锅只是“赚了吆喝”，并没有多

少利润。
与他们不同，李国铖面临的苦恼，却是因

为当地优质新鲜食材不足。
在李国铖看来，花园火锅能出圈，最大的

卖点除了消费场景外，还与食材品质好有关。
“乡村火锅因为离田间地头近，可以保证食材
从田间地头直达餐桌。另外，从农户手中收购
农产品，免去了中间商，成本更低。因而我们
更愿意购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李国铖说。

然而一份采购数据显示：花园火锅店一天
的食材采购支出在7000元左右，而他们一年
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的支出仅占很小一部
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想带动村民一起增收，但一方面
村里的土地有限，另一方面在家的村民也不
多，因此我们只能舍近求远，上城区农贸市场
采购食材。”李国铖说。

增加体验项目、拓展餐饮业态——
让“火锅进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火锅店经营者面临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为降低季节性强的影响，北温泉街道负责

人向熙给出的方案是，充分发挥城区边缘、缙
云山下独特资源优势，在人民村、金刚村全域
打造以“缙云归来”为主题的生态田园综合
体。同时布局“农本传承”研学体验园区、“百
院星落”美食美宿集群6大产业项目，通过增
加引流项目，增大乡村火锅店的人流量。

李波则在稻田增加了农耕体验项目，比如
稻田摸鱼、稻田插秧等；宋祖成在“坝坝火锅”
店对面打造了儿童娱乐设施和山地休闲景观；
李国铖将花园火锅店的消费，拓展为以火锅消
费为主，烧烤、中餐为辅的餐饮结构，延长乡村
火锅的经营时间。

针对优质新鲜火锅食材不足的问题，李国
铖打算与人民村或是北温泉街道联合成立“企
业+村集体+街道”的强村公司，利用资金入股
方式，与其他村的村集体实现“飞地”抱团发
展，带动当地村民订单化种植农产品，实现火
锅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

在“火锅进村”这条新赛道，重庆知名火锅
品牌刘一手火锅也在加速进军。他的想法是，
利用自己在火锅界的品牌影响力，在巴南鸳鸯
村打造集火锅优质食材展示、联农带农的订单
农业等，做成一个集火锅消费体验、场景消费、
文化消费等于一体的乡村火锅品牌。

“‘火锅进村’还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
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张凤太说，要让乡村火锅从“网红”变“长
红”，要处理好火锅企业、村民和村集体之间的
关系，实现企业、农户、村集体“抱团发展”，让
火锅产业成为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的油菜火锅受到众多食客追捧。受访者供图

恼包村全景。王永钦/摄

游客在恼包村湖心公园游玩。王永钦/摄

在田间地头吃火锅代表的是一种人与大自然亲近的新型消费方式在田间地头吃火锅代表的是一种人与大自然亲近的新型消费方式，，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