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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娄底市杉山镇集和村热闹非凡。一座静卧在田野之间的汉龙文化园，接待了全国各地
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有的在古典壁画前打卡拍照，有的穿着汉服行走在亭台水榭间，在文化园内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座“汉龙文化园”的女主人名叫谢迎千，出生于 1999 年。从小喜爱汉文化的她，大学毕业后毅
然返乡创业，以独特的设计点缀园区，打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谢迎千也因此成为“集和村总设计师”，她的目标是“吸引同龄人回乡，一起打造年轻人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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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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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湖南在多重挑战中逆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立足民营视角，湖南为地方营
商环境现状“精准画像”，着力推动全省各类群团组织成员大规模创新创业，实现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
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新格局。而这一亮眼成绩背后，得力于千千万万名湘商，也离不开创新创业的
WOMEN（我们 / 女性）。

WOMEN 如何在湘商新经济领域创业逐梦？我们特别策划“巾帼初心耀三湘·创业篇”专题报道，聚焦
新时代不断崛起的女性力量，记录属于 WOMEN 的创业传奇！

扫一扫，
看创新创业
好故事视频

·娄底汉龙文化园总经理

湘女大学生返乡创业，用汉文化美了乡村、浓了乡愁

把爱好做成事业，当汉文化的传承者
坐落在娄底市杉山镇集

和村的汉龙文化园，是一座

集汉龙别墅区、汉服体验馆、

陶瓷体验馆、古风摄影基地等

于一体的中华汉文化体验基

地和修学度假目的地。

2018 年，乘着国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还在

读大学的谢迎千用所学的专

业对村里破旧园区进行改造

升级，打造出了一座吸引全

国各地游客打卡的汉文化主

题园，“这座文化园不仅融入

了很多汉服文化元素，而且

结合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

是我多年传承汉文化梦想的

结晶”。

谢迎千是一个将爱好与

创业结合的企业家。从小，

她就十分喜爱汉文化，早在

班上同学“哈韩”“哈欧”的

时候，她就对在中国流传上千

年的汉服文化情有独钟，“我

觉得汉服是最美的服饰，展

现了我们东方女性之美。”

谢迎千对汉服的喜欢，深

受母亲的影响。她的母亲从

事汉服文化传承工作10余年，

制作汉服、传承国学、还原

汉文化，还在当地成立了汉服

协会。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

谢迎千立志成为一名汉文化

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读高中时，谢迎千开始研

究各个朝代的汉服样式。高

中毕业后，她在高考志愿书上

填报了陶瓷艺术设计专业。

大学四年，谢迎千见证了

汉服文化的发展。在B站平台，

仅 2021年，国风爱好者人数

超1.77 亿，18～30 岁人群占

比约七成。于是，大一那年，

谢迎千就跟母亲一起管理湖

南赟素服饰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汉服纹样图案的设计。在

图案设计上，她以《诗经》《尚

书》《周礼》等典籍为基础，

既讲究外在形式的美，又注

重色彩纹饰美。

与此同时，中国汉服市

场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

2027 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有

望达到 241.8 亿元，展现出

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融合的

坚持公益，
她把公益课堂开进乡村

2022 年，谢迎千从丽水

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毕业，

当大多数同学选择留在浙江

时，她却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

自己的家乡创业，希望将汉龙

文化园推广出去。

起初，很多人对谢迎千

返乡的决定不理解。有人认

为，考上大学的她，应该去

大城市打拼。甚至有人嘲笑

她，肯定会吃不了苦半途而

废。但谢迎千不在意，她用

行动来回应旁人的质疑。

后来，谢迎千在村里发起

调研。经过走访，她有了意

外收获：村里有许多空置的

老房子，而且十分破旧，“如

果我们都不去翻修，那房子

会越来越破旧，整个村子也

会更加冷清，慢慢失去乡愁的

味道”。

于是，2022 年 10 月，谢

迎千将园区内一栋久无人居

的老屋承租下来，开始改造。

她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对旧

房子一点点重新修缮、装饰，

让破败的老房子摇身一变为

陶艺体验馆。

2023 年， 历 经 118 天的

改造，老屋焕发新生，谢迎

千的梦工厂——“一九九九陶

瓷工作室”正式运营。

汉服馆、美术馆……谢迎

千在文化园里改造的旧房子

越来越多。原本废弃并破旧

不堪的旧房在她的设计下焕发

了生机，也吸引了更多游客慕

名参观。

除了打造工作室，她还对

汉龙文化园进行了全方位改

造：她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汉龙文化园的一砖一瓦、一花

一石中，大到每一处风景设计，

小到每一幅壁画着笔，她都自

己动手，年纪轻轻便成了村民

口中的“村总设计师”。

“城里人很少会见到这种

房子，他们每次来这里，都

会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

觉。”谢迎千说，这也是她改

造的初衷：“还原、保留这种

乡愁的味道。”

创业路上，母亲一直是

谢迎千的坚强后盾，不仅给

她出创业点子，还帮她运营

小红书等社交账号，“妈妈跟

90 后 00 后年轻人没有任何

代沟，会使用时髦的网络用

语，我们经常一起策划文化

园的宣传方案。”在母亲的帮

助下，汉龙文化园的社交账

号，吸引了很多汉文化爱好

者的关注互动。

就这样，抱着用文旅产

业造福家乡的念头，谢迎千

一直坚持到现在。她创办的

汉龙文化园，先后获评“湖

南省五星级休闲农业庄园”

“娄底市省级四星级乡村旅游

区（点）”等称号。她的爱好，

也因为汉服产业的兴起，变

成了更多人的爱好。

改造旧房，让陶艺体验馆里有乡情

追梦路上，谢迎千还关注着集和

村里的妇女和儿童，“村里留守儿童没

有过多的业余活动，妇女们也很难找

到合适的工作，村落很安静，却少了

点烟火气”。

2019 年，还在读大学的谢迎千

与母亲开办了扶贫车间，招收村里的

留守妇女做汉服和手工艺品，让她们

有自力更生的手艺和平台。该车间于

2021年获评娄底市“巾帼创新创业基

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一

技之长，才能彻底脱贫。”谢迎千对留

守妇女手把手地培训，从最基础的缝

纫技术教起，再到复杂的陶瓷技术，

不到半年，扶贫车间里的留守妇女都

成为技术能手。

教授留守妇女缝纫技术，不仅是

技术活，更需要异于常人的耐心。徐

娟（化名）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妇女，

在亲友的介绍下来扶贫车间上班。“面

对她的特殊情况，我首先了解她的心

理，一边让她学缝纫技术，一边也帮

助她缓解病情。”谢迎千不仅给徐娟

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还经常做她喜

欢的美食给她吃。

一个月的朝夕相处，让徐娟慢慢

打开了心扉，她在扶贫车间学到了技

术，也有了收入。

关爱留守妇女的同时，留守儿童也

是谢迎千关注的对象。每年寒暑假，

她会在村里的“留守儿童之家”开设

公益课堂，给孩子们免费上美术课和

书法课，让农村的孩子了解汉文化，

厚植汉文化之根。这几年暑假，她还

会在集和村“留守儿童之家”开设防

溺水课程。2024 年，随着全省“向阳花”

行动深入开展，谢迎千研发了家庭教

育课程，把家庭教育课带到了公益课

堂上。

“发扬和传承汉文化，这是我创业

路上的不竭动力。”未来，谢迎千也给

自己定下了小目标——她希望在传承

传统技艺基础上，创新乡村美育和文

化建设，用艺术驱动乡村振兴，把汉

龙文化园打造成一个真正有文化底蕴

的景区！ 

独特魅力。谢迎千是这一商机

的敏锐捕捉者，在她的建议下，

湖南赟素服饰有限公司扩大

汉服生产规模，仅半年时间，

就占据了娄底汉服产业的半壁

江山。

然而，发展汉服产业的路

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一

段时间，汉服销量不佳。谢迎

千开始寻找原因，她前往各地

做市场调查，并在网上发起

问卷调查，试图收集汉服爱

好者的想法。

“很多人喜欢汉服，但汉

服售价往往很高，要买一套

汉服，成本很高。”掌握了客

户的需求，谢迎千及时调整企

业发展方向，把主要产品用在

租赁业务上，并加大了和大中

小学校的合作，“如今，在娄

底许多学校的汉服活动中，都

能看到我们的产品”。

汉龙文化园吸引了不少小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