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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点石成金，你可能没有见过。但点“草”成金，今天你可以
见识一下了！

在怀化农村，学工艺美术出身的 80 后农家女子陈卓琳，把看
似不值钱的枯黄稻草变成稻草工艺品，卖给了 30 多个省市区
的 150 多个景区，还带领附近村民一起赚回了不少真金
白银。如今，她还把席草做成的工艺品卖给了欧美
一些国家。她这手点“草”成金的绝活是怎样炼
成的呢？

打造“稻都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在卓琳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通过巧手，把一

捆捆稻草变成了卡通角色等作品。“40个人齐心协力，

一天能做 30 个稻草艺术品。”陈卓琳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每一件稻草作品，都是艺术品，她

都需要一一把关。“编织稻草工艺品必须选用比较

干净、光滑的稻草，做出来的效果也要平整、紧凑。

如果利用合理的话，这些卡通造型可以保存一年以

上。”

如今，卓琳公司的年销售额最高达 1000 多万元，

而附近的村民也跟着增收。

“当时很多人的稻田收割都是用收割机，每亩需

要支付 100 元左右。”陈卓琳告诉记者，她走村入户，

说服当地老人和妇女手割稻草。“我以 25元每捆的

价格收购，一亩地的稻草就有 250 元的收入，加上

省下来的收割费用，每亩田相当于多赚了350 元。”

稻草工艺品“走”向全国

稻草城堡、稻草火车、稻草小黄人、稻草牛……在很

多景区，这样的稻草工艺品总是人们打卡的“网红”。这些

里面就有陈卓琳的创意。

“我原来只是销售稻草工艺品，现在我们还做整体设

计。”陈卓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一切源于 2017

年 3月接到的一个订单。

当时，这名客户将整个园区的策划、设计等全方位打

包给陈卓琳。因为对方开价高达 20万元，陈卓琳没有多

想就接下来了。然而，陈卓琳的设计稿却一直没办法让客

户满意。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陈卓琳高薪聘请了设计师，同时

咨询了企业品牌策划公司，将自己的公司重新定位为稻草

主题策划、设计、布景等一站式服务商，这就区别于其他

传统的稻草人工艺品制造商了。

“被迫”转型的成果是喜人的。2017 年，陈卓琳的公

司年营业额突破 300万元。

为拓宽销售渠道，陈卓琳主动走出去，先后在山东、

安徽、浙江、广西等地举办了稻草艺术展。陈卓琳告诉

记者：“每次展览都能带来更多的市场空间。”

由于陈卓琳公司扎的稻草人设计新颖、质量过硬、栩

栩如生，广西桂林阳朔、浙江雁荡山、山东台儿庄古城等

30 多个省市区、150 多个旅游区向她订购产品。“对方要

求的数量多，我就带工人过去，现场制作。数量少就找平

板车托运过去。”陈卓琳介绍，目前最大的稻草工艺品是稻

草城堡，有15米长 6 米高。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旅游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陈卓琳的生意也变差了，就想着做些小的工艺品出

来卖。她开发了手提篮、收纳柜等居家生活用品。

产品出来后，她开始前往浙江省义乌市小商品市场

进行推销。“去一个个店家上门拜访，把自己的产

品给对方看。”就这样，陈卓琳的小工艺品获得了

一些商家的认可。

2021年 6月，义乌有商家开始给陈卓琳来电话，

让她生产一批小工艺品，销往欧美的一些国家。“出

口的产品更注重标准化生产，油漆、重量、尺寸等

都有要求。”陈卓琳告诉记者，她选用席草来制作

小工艺品，并加紧培训员工。

“去年到现在，已经向国外市场销售了3万多

个产品。”陈卓琳高兴地说。

点“草”成金，
怀化女子打造“稻草王国”

陈卓琳的稻草工艺品常结合时尚元素进行创作。

陈卓琳的稻
草工艺品走进
了全国很多知
名景区。

女大学生回乡创业扎稻草人

点“草”成金之前，陈卓琳的创业之路是曲

折的。

陈卓琳的大学专业是工艺美术，毕业后却做

了销售工作。

她心有不甘，决定创业，开店、建园、办厂，

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

2014 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陈卓琳回到

怀化创业。“当时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投资了 200

万元，种植了 300 亩格桑花。”陈卓琳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花长势良好，预期可观，

不料遇到长时间阴雨天气，花苗成片被冻死，血

本无归。

这个打击不可谓不大，“当时为了做花海，

我去了浙江、北京、江苏等地调研、考察、学习，

时间花了半年多”。但陈卓琳擦干眼泪，收拾心情，

继续找寻新的商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

稻草工艺的内容。这让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陈卓琳回忆，她当时想到怀化本地种植了 300 多

万亩的水稻，稻草价格也便宜。如果从事稻草工

艺，不但可以解决稻草回收问题，还能减少农民

燃烧稻草造成的环境污染。她通过调查发现，乡

村旅游行业正在蓬勃发展，许多农庄和旅游景点

都有意愿购买稻草工艺品。“稻草工艺品市场，

前景光明。”

随后，陈卓琳一边走访民间的艺术家，一边

系统学习。从选择稻草、设计造型、固定框架，

到捆扎技术、编制方法以及如何上色，陈卓琳掌

握了全套制作技术。

同时，陈卓琳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传统的稻草人是一个十字架加稻草，起一个赶

鸟的作用，我们采用钢架结构，除了制作稻草人，

还可以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稻草动物，形态更生动。

而且，我会结合当下的电影电视里的时尚元素，

制作小朋友们喜欢的卡通角色。”

2015 年 11 月，陈卓琳建立的公司接到了第

一个订单：20 个稻草卡通人物，价格 3.2 万元。

次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 60 万元。

稻草工艺品可保存一年以上。

同时，陈卓琳提出了绩效考核制度，“工人如果

按时甚至提前完成，每单有奖励；创新设计，更加

有奖励”。

一名跟陈卓琳同龄的女村民陈明（化名）在家

照顾三个小孩，空闲时间就到陈卓琳公司做小工艺

品，有时甚至带回家编织。陈明告诉记者：“以前面

临小孩生活费、人情往来等需要用钱的时候，总是

打电话给老公要钱，现在我自己在家就能赚到钱，

完全不用靠他。”

而对于 70 多岁的老人陈光（化名）来说，因为

孩子无力负担她的生活，她只好自己赚点养老钱，“没

想到我一把年纪了，还能上班赚钱”。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有怀化一些乡镇负责

人找到陈卓琳，希望她去当地开就业帮扶车间。

对于未来，陈卓琳打算把自己家乡——鹤城区

黄金坳镇尽远村打造成“稻都小镇”。“怀化是杂交

水稻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如果兴建一

个稻都小镇，通过打造稻草工艺品，既能展示稻作

文化，又能助力乡村振兴，那该多好啊。”陈卓琳说，

目前，她已把自己在城区的生产车间和展示基地都

搬了回去，而且“稻都小镇”的规划已经递交到镇里。

或许，不久的将来，一个“稻草王国”就会在尽

远村崛起。

很多村民通过做稻草工艺品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