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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村木头村，这些空心村如何变网红村

“新农人 兴农人”

系列报道 17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湖湘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农人，他们逐梦乡村，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面貌，

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今日女报 / 凤网特策划推出“新农人 兴农人”系列报道，关注新农人
中那些优秀女性，看她们如何用聪明才智，在广阔的沃土之上谱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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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赵晗菁
破旧老屋、泥泞小路、留守村子的老人……曾经，湖南湘西偏远的两个小村庄，老旧破败，无人问津。
乡村民宿、水泥大道、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今，这两个小村庄“由外而内”焕发活力，吸引着各方游客前

来体验特色乡村游。
在两个村的妇联主席看来，这一切，源于设计。
一个由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带领的设计团队，历时 5 年扎根湖南湘西的两个小村落，把石头房、木头房变成了

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文创馆、游客接待中心……让空心村变成了“避世游”热门地，让木头村成为了乡村游“优秀生”，
既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又给他们带来了致富新路子。

1 空心村变成了“避世游”热门地

2019 年，在拉毫村项目接近尾声时，邓海娟又跟随

团队来到了湘西州泸溪县，为新寨坪村翻建13栋老房屋。

新寨坪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传统民居多

为木结构，以杉木、松木为主。

 “有了拉毫村的经验，新寨坪村的设计翻建更加流

畅了，比起石头房屋，木结构也在建筑上更加常见。” 

邓海娟所在团队负责人周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最重要的是村子里的青壮年多了，施工也显得更加专业

快速，再加上当地政府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新寨坪村翻新工程在 2021年全面完工，比拉毫村少用

了1年时间。

邓海娟介绍，新寨坪村一共翻建了13 栋老民居，大

家沿用了翻建石头房的经验，在加固老木头房承重结构

的同时，就地取木材将已经腐坏的木梁等替换，又在外

墙增加了保温建材与防水涂料，室内则按照村民的要求

设计了堂屋等。

“我们打算将茶叶与文旅结

合，以后游客来拉毫村玩，不仅

可以住民宿，还可以逛茶叶基地、

买黄金茶。”12 月5日，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

镇拉毫村妇联主席龙秀英热情

地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村

里正在筹办的茶叶合作社。

原来，11 月 29 日，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

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拉毫村也

想抓住这次机会，大力推广他们

的黄金茶。

看着村子里如今欣欣向荣的

茶旅事业，谁能想到几年前的拉

毫村还是一个青壮年全部搬走、

独留部分老人居住的空心村呢？

一切得从 2017 年说起。

2017 年 6月，建筑师邓海娟

跟着团队负责人周超一起来湘西

考察乡村。

“2017 年，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邀请我们团队加入一个名叫

‘百美村宿’的美丽乡村旅游扶

贫创新公益项目，问我们有没有

意向承接该项目在湖南的两处设

计工程。”邓海娟回忆，当时团

队负责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周超欣然答应了。

周超解释：“因为这个公益项

目提出了一个创新方式，即村民

出极少的钱便可入股当地政府与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的

合作社，村民们将自己的老房子

租给合作社，翻新后的房子由合

作社统一管理，25 年后房屋的

使用权回归村民手中，合作社管

理期间村民可以根据入股份额拿

到相应比例的分红。”

邓海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这样一来，村民不用担心

不会经营，而且可以到民宿打工；

既可在家门口拿工资，又有房屋

租赁分红。

经过一番考察，素有“石头

村”之称的拉毫村入选。拉毫

村距离凤凰古城西北部仅 15 公

里，位于南方长城脚下，村子里

的家家户户都用石头建造。刚到

拉毫村时，团队就发现，整个村

子几乎成为空心村，青壮年全部

搬走了，只留下一些老人守着石

头房。

邓海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我记得通往拉毫村的村

路很窄，周边树木非常茂盛，村

子位于一个有二三十米落差的山

坡上，没有自来水也没通电。”

不通水电、语言不通、交通

不便，这就是邓海娟刚到拉毫

村时遇到的问题。年轻的建筑师

们将怎样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

翻新石头房子呢？

在周超的带领下，邓海娟和

伙伴们与当地政府、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商议，选中了拉毫村的

10 栋老房屋进行设计翻新，一

部分改造为民宿，一部分改造为

村民和游客都可以使用的公共空

间。

村子里的老石头房年代久

远，石头与石头之间缝隙很大，

保温和防水效果都非常差，屋

中常有老鼠溜进来，村民只能用

2 木头房村成了乡村游“优秀生”
稻草混泥土，将石头之间的缝隙堵住，

但效果微乎甚微。根据周超的想法，

邓海娟和伙伴们利用钢结构与老石头

房相结合的设计方式，一方面保留了

老石头房的外观造型，另一方面利用

钢筋材料加固房屋承重，石头外墙还

增加了现代防水涂料与保温建材保障

居住品质。

“因为拉毫村当时居住人口特别少且

多为老人，所以我们在聘请施工人员时

也有不少麻烦。”邓海娟告诉记者，当

地聘请的施工师傅大多是 60 多岁的老

人，看不懂专业施工图纸。“比如在有

栋房子里，我们设计了一个悬挑梁，但

施工师傅看懂这个结构，我们只能一边

指导一边修建，施工进度特别慢。”

不过，当地村民也给了设计团队许

多感动。

团队成员驻地考察时都是住在当地

村民家里，村民给年轻的设计师们提供

了最好的居住条件和饮食。邓海娟说：“餐

饮都是当地妇女包办的，每天我们都能

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

当地村民在施工过程中也提供了不

少有用的经验。邓海娟回忆：“翻建房屋

时，我们考虑到石头房采光不是特别好，

于是设计了许多现代建筑流行的落地窗，

但施工时师傅们就不赞同采用大面积玻

璃窗设计。”原来，拉毫村位于大山深

处且交通不便，想运输落地窗所需的大

玻璃到村子里非常困难，“只能用骡子才

能运进来”，这样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

过高。后来，团队便将落地窗的大玻璃

统统改为了可拼接的小玻璃，合理解决

了这一难题。

从 2017 年驻地设计到 2020 年整体

完工，邓海娟跟团队一起花了4 年时间，

将拉毫村 10 栋老旧居民房，翻新成了适

合现代人生活居住的新农房。

如今的拉毫村，已经与凤凰古城形

成了旅游产业链。游客从凤凰古城到南

方长城参观时，便可入住拉毫村民宿，

相比热闹人多的凤凰古城，安静的拉毫

村是现代年轻人喜欢的“避世游”好去

处。

如今，邓海娟参与翻新的10 栋房屋，

多数被合作社用来租赁开民宿，小部分

用于游客体验中心。原房屋主人能拿到

分红的同时，大都选择在民宿中担任管

家、厨师、保洁员等职位，每月都能拿

到固定工资。

拉毫村翻建后的石头房很漂亮。

游客慕名到新寨坪村参观游玩。
翻新后的 13 栋房子，分布比较零星的做了民宿，集

中在村子小广场附近的则被用做游客接待厅、餐厅、文

创馆等。村民们还在政府的组织下，对房屋周边的公共

区域进行了修缮提升，道路拓宽了，绿植跟上了，村子里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听到村子里在搞乡村振兴，不少年轻人都回来了。

因为在家里就能有收入，所以谁都不想在外漂泊。”新

寨坪村妇联主席杨春菊笑着告诉记者，“村子里出名的特

产之一是稻花鱼，我们就放在文创馆里展卖。稻花鱼需

要养殖、生产加工，文创馆里需要推销员，这些都给村

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不仅年轻人回来了，村里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杨春菊

介绍：“游客们都说，我们村子里空气好、环境好、稻花

鱼好吃，尤其晚上还能看见星空。”

村子的发展也吸引了外来人投资发展。去年，一对外

地夫妻就在实地考察后租翻建的房屋开了家民宿露营基

地，并聘用了房子原住村民担任民宿管家。“这栋房子的

原住村民也是一对夫妻，丈夫目前在外打工，妻子则当

民宿管家，既有收入，又能照顾家中的老人，一家人都

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杨春菊告诉记者，村妇联会

在未来挖掘出越来越多村里妇女能就业的岗位，与当地

党和政府一同打造更有新寨坪村特色的乡村旅游，助力

村民们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