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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箬三美”回乡创业

她们在天马行空网络中，也在脚踏实地田野里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朱泓江

 回乡 “逆流”而上，各有情怀

90 后 的 夏 赛 男，

家里本身就是丝瓜

种 植 大户，2014

年， 她 选 择 回

到家乡进行农

业产业的经营，

目前专注于自己

320 亩的时令蔬

菜种植园。

回乡后，她没有着

急开始创业，而是先分包了

父亲基地的一块农田练技术。第一年收成可观，

她还因此拿到了政府为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发

放的创业基金。技术的学习与成果的展现让夏

赛男获得极大的成就感与价值感，她决定全身

心投入种植蔬菜的事业。

而廖红的“归来”却早已埋下伏笔，她回

忆起小时候在村里，父亲常把“工字不出头，

出头就入土”这句老话挂在嘴边，从小她就不

甘心成为一名“打工人”。毕业后，她去城市里

当过企业白领，也自己摆过地摊，做过餐饮、

装饰，还与朋友合伙经营过菜市场。十几年来，

白手起家的经历仍然让她觉得生活少了些什

么。多年的打拼积累下的基业，早已让她步入

衣食无忧的生活，可她还是在寻找着自己的一

片精神家园。

廖红回忆做餐饮那会儿，每天凌晨四点就

要骑着电动车去菜市场采购原材料。为买到更

便宜的鱼，她会辗转跑几个市场。有一次遇

到暴雨，电动车又没电，廖红只好推着车和车

上堆起来的菜在雨中缓缓行进，一边是雨水浇

头、一边是泪水洗脸……“那一刻，我告诉自

己：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过上想要的生活。”

廖红回忆。

如今，39岁的她管理着几百亩瓜蒌种植园，

力求把这种药食同源的作物潜能挖掘出来。

与夏赛男和廖红不同，周静则是将家庭摆

在了自己的第一位，她不愿意自己在外工作，

家里的两个孩子由公婆照看。

“我回来不但能帮公婆，还能陪孩子。我想，

这是家庭给我的任务，也是对我的最大支持。”

她说道。以前，她习惯依赖老公；回乡后，面

对错综复杂的农业产业链，她既要做生产管理，

又要学种植，还要研究政策，周静扛着压力创

业。现在，周静流转大塘村 110 亩土地扩大无

花果种植规模，并形成望城区唯一集种植、加

工、旅游为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链。去年采摘季，

果园还吸纳几十位乡村妇女来此采果就业。

周静今年继续专注着自己的无花果、桑葚

种植园，同时还配备了一个烘干车间，里面不

仅加工着自己的产品，在村里人需要帮助时，

她也能承担起一些业务。

三种经历，三种选择，三个女人，都走出

了自己的新路。

  团结  相似经历，互相慰藉

有句话说“梦想总是好的”，然而现实中，完备的产

业打造起来并不容易。

在廖红看来，乡村是一片沃土，不光需要技术，还

需要多一点乡土人情味，这绝不是城里的创业成功者能

马上入手的。

她有一次想在村里租下一片地，村里的租户开始喊

价一万元一年，后来看到是自家村里的妹子创业，租户

愿意 6000 元租给廖红，而廖红去找到租户的朋友建立

情感，同村人好说话，接触多了便成为了老相识，最后

还帮着自己一起砍价，谈到三年一万五千块的价格。

经过前两年的历练，廖红把重心完

全转移到村里的事业，但是远不

如想象的顺利。今年 2月22日，

一场突然的降雪染白了白箬铺

的花草，廖红种植瓜蒌的棚

子被积雪压垮了，大概有 20

亩，可经过事后的计算，偏

差有点大——积雪压垮了廖红

苦心经营的 80 亩瓜蒌地。

尽管是位创业“老兵”，这次

的突发情况还是让她异常难受。廖红

就在屋里躺着，偶尔向田地的方向看看，

什么事也不想干。

夏赛男见廖红泄了气，就去安慰她，她回想 2017 年

的一段经历，那年的洪水，毁灭性地淹没了她的蔬菜基地，

家中辛辛苦苦种的菜，一场大雨后什么都没了。夏赛男

的脚泡在洪水里，一眼望去都是水，哭也哭不出来。

还有一年暴雪，夏赛男为了不让积雪压垮大棚，和

丈夫将基地中50 多个大棚的薄膜一刀一刀划破。“手疼、

心更疼，全部干完的时候，我的手已经完全麻木。尽管

又冷又饿，我们还是仔细察看了一圈基地才离开。”

她把这些经历告诉廖红，用农业“老炮”的姿态安

慰着这位姐姐，廖红听完思考了很久。

两天后，廖红跟安徽的技术团队打了电话，请求他

们火速赶往自己的种植园区，进行了重建。

如今，重新振作的廖红还受到市面上富硒产品的启

发，开始和技术团队对接新的种植方法，这才有今天廖

红思考后改进的富硒瓜蒌产品，目前高端富硒的瓜蒌产

品的销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瓜蒌产品。

如今，三人正按部就班地培育着各自的作物。业务

遇到困难时，就互相交流经验，闲暇时，三人就相约到

个阳光好的地方谈天说地，到了饭点，恰逢谁家做好了

好菜，就去谁家中聚餐。

“如果你愿意来到白箬铺，你会发现每天的事情都忙

不完，感觉特别充实，也许这就是我的理想家园。”廖

红说道。

“我们穿上高跟鞋是职业女性，挽起裤脚又能回乡种

地，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是的，农村不缺资源，缺的是有手艺、会技术、懂经营、

善管理的人才。事靠人做，业由人兴。“白箬三美”用自

己的坚持，经营出一片天地，前景令人期待。

  合作  致富梦想，配合默契

现在“白箬三美”是村里的一张名片，也是网络直播

中的 ID。但两年前，这还是一个初具雏形的概念。

为了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促进白箬铺的产业振兴。

2020 年 7月起，在白箬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宇波的

组织下，镇里的“农文旅”产业负责人和本地创业者开始

频繁交流，还请外面的专家进村教学。创业者们一起调研、

座谈，互相介绍产业项目，交流创业心路历程，还经常聊

到深夜。逐渐地，这些返乡创业者定期碰面，在白箬铺

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抱团取暖，组建了最初的乡村创

业核心创客团。

经过多轮次深入的交流座谈后，这三个返乡创业的

姑娘成为很好的朋友。她们同为核心创客，都乐于接受

新鲜事物，都想在乡村做出一番事业。于是，她们经常

在创客活动基地相聚，彼此交流学习、商量讨论的话题

也越来越多。

于是，白箬之光乡村创客服务中心也成为了“白箬三

美”梦开始的地方，在这里她们接受着更专业的运营

培训，也建立起了深深的创业情感。

“三美”回忆最开始用抖音直播的时候，公屏上经

常会有人评论：“你们会种菜？炒作的吧？”因为视频

中拔笋的手法不对，还会被网友议论纷纷。

夏赛男看到评论，就笑着说道，村里缺少的不是能

下地的村民，而是新思维和新的推广方式，对于农业振兴，

她们早有了新的思考。

周静的想法还有更多，兴趣电商也让她发现自己的田

地让城市的人们十分喜欢：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流量吸引，

她的无花果和桑葚种植园里一周就可以吸引四五百人，

看着城里的游客满载而归，她十分欣喜，因为这也意味

着收入的增加。在她看来，文旅是一片大有可为的赛道，

通过网络的流量引导，种植园的关注度的增长肉眼可见。

线上，她们各自摸索着前行，而线下，三人则打起了

配合。

“我的作物需要烘干我就找周静，周静的作物需要物

流就来找我。”夏赛男十分有底气地说道。“再有其他的

销路要求，冷库存放就可以找我了。”

廖红说道。

对于她们而言，通过一年的

磨合，一条多元的产业链似乎

已经在“白箬三美”的默契

配合中形成。

今年，夏赛男敏锐地观

察到自己的时令蔬菜销售时，

物流占了成本的很大一部分，

于是她就干脆成立了一家物流公

司，自己来当“搬运工”，长沙和怀

化都有分点。目前她的物流公司员工有40

多人，绝大多数都为白箬铺的居民。

这样一来，夏赛男自己的蔬菜有了销路，还能给村里

的兄弟姐妹们带来新的财路。

去年，周静建起了一座无花果加工厂，把自己的产物

进行加工，下一步将进行干果的制作，这样在网络上也

能更好地打开销路。

早已打拼多年的廖红则在长沙经营着农贸市场，这

是将村里的农产品输送到千家万户的直接出口。

两年前的夏天，三个姑娘因各自的乡村振兴事业结缘，组队“白箬三美”。如今，她们对乡
村振兴的道路有了新思考，不仅是在天马行空的网络中，也在脚踏实地的田野里。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左上角加入‘白箬三美’的粉丝团！”“‘白箬三美’今天就让你买
到健康放心实惠的农产品！”……如今，走进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白箬之光”乡村创客直播室，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熟练的直播话术、优质的绿色产品、贴心的问答服务，让直播间里人气满满。

这三位姑娘，分别是廖红、周静、夏赛男，她们是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廖红

周静

夏赛男

“白箬三美”用自己的坚持，经营出一片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