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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最美农村路”，也是巾帼创业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徐珂

一条宽敞平坦的柏油路，蜿蜒于长沙市长沙县的青山秀水之间，宛如流动的水墨画，
串联起一个个美丽的乡村和一个个多彩的乡村振兴梦，它就是不久前被交通运输部评为
2023 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的长沙县青山铺—开慧红色旅游专线。

通过这条串起长沙县青山铺镇、福临镇、开慧镇三地的公路，你不仅能近距离聆听杨
开慧、陈树湘、刘少奇等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而且能欣赏黄色的油菜花、彩色的水稻，
能品尝琥珀色的蜂蜜、彩色的酸枣糕，能带走五彩斑斓的手工织品……

这里，村庄正旧貌换新颜，村民生产生活正大变样，“打卡”的人越来越多，红色印
记串起了乡村振兴多彩梦。

开慧故里：
“霞姑计划”打开手工梦

在长沙县开慧镇杨开慧纪念馆前坪，人们经常能在热

闹的人群中发现，一名50 多岁的女子打理着一个简单的

摊位，摊位上摆放着冰丝包、娃娃、挂饰等不同造型的

手工编织品，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

她叫张运良，是开慧镇的一名普通村民。

“一天大概能赚 40 到 200 多元，多做多得。”张运良

开心地说，这一切都得感谢李柳英和“霞姑计划”。

李柳英是开慧镇基层社工站站长，获得过长沙县妇

联颁发的“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

“最初，我们只是想通过手工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

分享快乐，缓解生活的压力。”7月25日，李柳英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十年前，她投身社工事业，日常接触

的对象大多是乡村残疾人、留守妇女等，这群人很想改

变命运，但囿于自身条件很难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为此，

李柳英萌生了一个想法——搭建一个既能促进情感交流，

又能帮助困境姐妹改善生活的平台。

开慧镇是杨开慧烈士的家乡，“红”是这片土地的底色。

李柳英和她的团队以杨开慧的名字为灵感，建立了“霞姑

工作坊”，把当地身处困境中的妇女姐妹们聚在一起，做

手工编织。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坊里摆满了她们的作品，有玫

瑰花、迎客松、雷锋娃娃、包包，以及各类手机、车辆

挂饰等，而且都是以毛线为主材料手工编织而成。每一

件作品的标签上都印上了“四自”精神——“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

“手工编织的技术都是免费教给大家的，我们还得到

了做手工编织很有名的衡阳爱心企业家肖跃莲的支持。”

李柳英告诉记者，她发现，当姐妹们聚在一起编织时，

她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村民梅姐（化名）以前被人称为“哭的表情包”，但到“霞

姑工作坊”后，她变成了“笑的表情包”。梅姐在家照顾

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孩子，由于要预防孩子疾病发作时打人，

她不敢出远门打工。通过做编织，梅姐结识了同样身处

困境的姐妹，大家互诉衷肠、抱团取暖，缓解了心中的压力，

尤其是梅姐做的编织作品带来了收入，她可以给孩子更多

的零用钱。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转变也带动了孩子

向好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孩子的病情发作的频次减少了。

困境妇女在“霞姑工作坊”免费学会编织技术后，可

以在工作坊拿原材料回家加工制作。李柳英介绍：“姐妹

们没有任何生产成本和销售压力。居家加工制作的所有

加工材料都由公司投入，姐妹们可以到工作坊来免费领

取毛线、定型丝和钩针，她们加工的产品我们会全部回收，

然后快递给签订协议的工厂，并在当月25日发放加工费。”

截至目前，200 余名妇女接受了“霞姑工作坊”的培

训，她们在增收的同时又主动提出要回报社会。于是，“霞

姑工作坊”依托长沙市慈善总会设立了专项基金，经商议

决定将个人加工作品售卖所得捐赠 3%~10%，用于照料村

里高龄留守困境老人。

在“霞姑计划”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女村民开始学习

手工编织，福临镇、青山铺镇的村民也沿着青山铺—开

慧红色旅游专线前来学习。

 

树湘故里：
7村联手绘就农文旅融合田园梦

双起村的红薯片、影珠山村的土鸡蛋、古华山村

的火焙鱼、金牛村的羊肚菌、孙家桥村的蜂蜜、福临

铺社区的手工腐乳……走进福临镇的福临驿站，该镇

7 个村（社区）都有农产品在此展示，琳琅满目的农

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希望通过福临驿站，让更多人了解福临镇的

美，感受到我们乡村的魅力。”7月25日，福临镇影

珠山村妇联副主席、福临盟农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喻敏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经常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团队来镇里参观陈树湘故居，但往往停留半小

时就离开了。于是，福临镇决定围绕“树湘故里 影珠

福地”升级打造“红色教育+乡村旅游”的文旅名片，

争取把客人留下来，把“流量”变成村民的收入。

2023 年 10月，福临镇所辖 7 个村（社区）以“镇

村联建”模式成立的福临盟农文旅开发有限公

司正式运营。7 个村（社区）以集体为单位

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股份，并根据持股

比例分配利润。

除了福临驿站，福临镇重点打造了“忠

诚之路”、红色教育培训、油菜花节、白

马湖研学营地，以及民宿等农文旅产业。

“忠诚之路”是一条空中旅游步道，

全长 1.6 公里，一头是树湘广场，另一头

是陈树湘故居。走在这条空中步道上，人

们可以欣赏穿村而过的河流、田野、山林、

池塘、茶园以及彩稻画。游客如果途中累了，

还可以去富有文艺范的文创小屋歇息一下，喝喝咖

啡、听听村里的故事。而让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文创小屋竟然都是废弃猪舍改造的。有网友评价

说：“门口还有超级可爱的小猪雕塑，简直萌化了！”

而在 23万平方米大的白马湖研学营地，配套建设

了白马驿站、白马书院、大本营等场地，结合本地红

色教育、非遗文化、农耕体验等开发了46 堂特色研

学课程，可同时接待1000 至 1500人的研学团队。仅

今年 4月到 6月，福临镇就接待中小学生超过 1万人、

红色教育培训 0.8万人次，营收约 100万元，带动文

旅消费营收约 300万元。

“我们的油菜花花期长，开发了花海小火车、汉服

租赁等项目，让游客更好出片，非常受欢迎。”喻敏

介绍，据统计，今年3月，福临镇接待游客人数达到

40万人次，单日最大客流量突破 3万人次。

游客多了，喻敏经常兼职讲解员和司机。当司机

不够时，镇里的农家乐老板也会来免费当司机。“村

里旅游火了后，好多农家乐、民宿老板都赚钱了，

他们乐意帮忙。”喻敏介绍，有个村民以前在镇、村

干部建议他开农家乐时不愿意开，结果油菜花开时

节，好多游客坐在他家门口不肯走，把他家的冰箱

都吃空了。记者在村里走访时，发现该村民家正在

装修。

“下一步，我们准备动员村民把自家空着的房间用

来作民宿，带动村民一起增收。”喻敏说。

 

青山铺镇上“天华红”：
女青年结伴开启创业梦

“青山铺，我来啦！好漂亮的地方，今天真的

很幸福。”“求 8 月一起去青山铺的女孩子。”“打

卡‘再就业男团’同款咖啡店。”……

打开某社交平台，长沙县青山铺镇已是热门

“打卡”地。很多人晒出自己前来“打卡”的印迹。

WeLand  营地、大沙里咖啡书屋、狮翊葡萄庄园

……都成为了网友们镜头下的常客。

而这些热门“打卡”地，经营者大多是女老板。

WeLand 营地创始人温颖卉婷一直很喜欢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的青山村。在她看来，青

山铺镇的天华山村，有潜质成为湖南版的“青山

村”。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温颖卉婷在青山铺镇搭建

“WeLand 乡野村游露营市集”，打造

集乡野农耕、自然人文、艺

术文化为一体的独立乡村

文化品牌，村落艺术

展、自然融合秀、“太

空漫步”、国风电子

Mix 等系列活动在

山野间轮番上演，

吸引了超 70 家商

户、3000余人参加，

将藏于乡村的山味

和土货带出了村门，

将本地的红色文化、

非遗文化传向了远方。

尤其让人惊叹的是，温

颖卉婷的营地变成了芒果 TV 综

艺《快乐老友记》的录制场地。“再

就业男团”的“粉丝”纷纷循迹

而来。

在大沙里咖啡书屋，记者看到，书架上摆放了

好多“再就业男团”成员的合影照，好多网友也

来此点一杯艺人同款咖啡，坐在窗边，就一本好书，

享受一段悠闲的时光。咖啡书屋的老板、岳阳妹

子任昀介绍，希望咖啡书屋能够让乡村生活变得

更有品质，也让更多人愿意停留下来，感受这里

的美好。

近年来，青山铺镇致力打造以“天华红”为核心，

“洪河绿”“社区紫”为两翼的文旅融合样板示范区。

截至目前，天华山景区已成功创建国家级 4A 级旅

游景区，8000 平方米的漫坡营地成为游客露营打

卡的好去处，全长 2.5 公里的调查小道见证了刘少

奇蹲点天华大队调查的史实……不少有情怀、有

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扎根，经营着亲子农场、民宿、

餐厅、艺术中心。据统计，青山铺年接待游客量

约 10 万人。

“去年村集体收入相比于前年增长了一倍。”位

于红色旅游专线西南端的青山铺镇天华村党总支

副书记、青山铺镇文旅服务中心负责人任新兰高

兴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青山铺
镇打卡。

李柳英（中）和姐妹们一起学做编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