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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国民美食节目
《舌尖上的中国》向全中国介绍
了各地美食。在第一季第一集
中，这档节目花了相当篇幅来介
绍湖北莲藕和煨出来的绝美藕
汤，也将挖藕这项原始又辛劳的
工作展现在大众面前。很多人
看得“边流口水边流眼泪”。

十几年过去，挖藕人的境况
有了改善。

虽然他们还要常年泡在淤
泥里，但借助新工具和电商，他
们不必再像浮萍“逐藕而居”。
当地莲藕产业为挖藕人提供了
一种“确定性”，在挖藕时节，他
们不再因第二天没活儿焦虑，每
天都可以拿到一笔不错的收入，
高的时候每天能有700元。

2020年，拼多多通过直播向
全国推介洪湖地标性农产品洪
湖莲藕，洪湖市市长也走进了直
播间倾情讲解。当地龙头企业
每年在拼多多的销量达到3000
万元。在电商带动下，成就了洪
湖莲藕这个地标农产品的同时，
也让当地挖藕人过上了想要的
生活。

“打藕”
湖北挖藕最好的时节已经

过了。赵道凯已经在湖里泡了
三天时间挖莲藕，做着这一季挖
藕的收尾工作。过完年回来，湖
北的冻雨打断了赵道凯继续干
活儿的行程。天气放晴，他成了
这片湖里唯一的挖藕人。

相比过去传统、纯人力的挖
藕方式，现在的赵道凯们都用水
泵辅助挖藕，省时省力。他打开

插在岸边的水泵，高压水枪从另
一头喷射出来，迅速把已经挖出
来漂在水面的藕卷在一起。为
了避免莲藕被打断，赵道凯小跑
过去蹚进湖里，将水枪夹在右臂
腋下，喷嘴埋进水里开始干活。

赵道凯还有一个35岁的徒
弟，“在这一行我见过的年纪最
小的，年轻人出去也不想干这种
又脏又累的活儿”，赵道凯说。

家乡味
邱珍兵之前也常年在外工

作，在温州一家国企做保安队
长。馋的时候就从市场上买来
粉藕煨汤。在湖北，几乎所有人
家，每月都要煨一两次排骨藕
汤，对他来说这很简单，已经刻
入他的基因里：“选肉厚的猪胸
骨切块儿放入砂锅，烧开后小火
煨一小时，将新鲜的藕瓜皮洗
净，切块儿入汤。先猛火，滚开

后小火煨半小时即成。”每次吃
藕汤他总想起老家的父母。为
了赡养父母，邱珍兵回到老家。
他看了一圈儿工作，他们这个年
纪拿到的薪资都很低了，“每个
月也就2000多元钱”，最后决定
出苦力挖藕。

“刚开始挖藕有力气不知道
怎么使，又气又急又累，浑身刺
挠。”邱珍兵回忆。太阳升起后，
一天的劳作也就结束了，五个小
时左右的时间，别人少则挖五六
百斤，他只能挖一二百斤左右，
挣不到钱。

挣钱不用远走他乡
赵道凯和邱珍兵这样的挖

藕工，都在为湖北华贵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贵集团”）工
作。这家公司创建于2006年，主
厂区占地 200 亩，在直埠大道
边。2012年，华贵集团开始水生

蔬菜加工，并重点加工藕带分
销，将科研成果写成论文。

在华贵集团的主楼贴着董
事长赵道华的宏愿：“我给自己
立了一个目标，五年内帮助1万
农户实现百万收入的梦想；十年
内帮助一千名员工实现百万富
翁的梦想。”现在，华贵集团生产
的泡藕带、莲制品、莲饮品和淡
水鱼四大系列十多个品种畅销
全国各地，并出口至欧美、东南
亚，创产值近20亿元。

2017 年，华贵集团入驻拼
多多，不到三年，便在莲藕品类
的销量做到了前列。2020 年，
拼多多推介华贵集团在央视开
启了一场线上直播，向全国推
介洪湖地标性农产品洪湖莲
藕，洪湖市市长也走进直播间
倾情讲解。华贵集团拼多多店
铺负责人贺刚刚说：“那次卖得
很好，坚定了我们和拼多多深

度合作的决心。”2023年华贵集
团在拼多多的年销售额达到
3000万元。

像赵道凯和邱珍兵，每用
水泵打出一斤藕卖给华贵集
团，就可以挣7毛钱。在华贵承
包万亩荷塘之前，赵道凯和邱
珍兵要离开家不停地找活儿。
每次在一家干完活，雇主也不
再管吃管住，赵道凯要收拾好
水泵等装备回趟家。在家里，
他要耐心地一个个打电话问需
不需要挖藕人，在挖藕人聚集的
微信群里蹲消息。

现在，赵道凯和邱珍兵都很
满意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通
过拼多多藕有了稳定销路，他们
可以回家慢慢享受一天里的休
憩。“谁不想在干完活儿之后回
家洗一个热水澡，然后舒舒服服
地睡一觉呢？”邱珍兵说。这个
小愿望他终于可以实现了。

返乡挖藕人：从“逐藕而居”到日入700元

赵道凯挖出这一天最长的一根莲藕。 刘浩 摄

华贵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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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民宿+”
吸引年轻群体

每一座民宿，都带着主人的
个性。位于长兴镇潘石村的大田
民宿，由三位80后小季、小曹和
小邵打造运营。她们在这里度过
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工作后在城
市快节奏的步伐里却愈发地想要
回归儿时的纯净和自然，于是她
们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开始了

“民宿之旅”。
悠悠晚风，河水清清。傍晚，

游客王欣欣吃过晚饭来到大田民
宿旁的橘子咖啡馆，点了一杯网
红咖啡“橘子特调拿铁”。“之前看
到网上很多评论，对这里的咖啡
赞不绝口，我就想来品尝一下这
款特调咖啡，感觉非常不错。”王
欣欣告诉记者。

这款网红咖啡的出现，得益
于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的“咖啡
飘香”项目。目前，中国咖啡消费
市场主力军以年轻群体为主，他
们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也是崇明
民宿的目标受众之一，传统的西
方咖啡饮品已无法满足年轻人不

断变化的需求，咖啡也需要不断
创新。看到这一机遇，乡村民宿
女主人联盟依托上海市妇女儿童
家庭公益服务创新项目，邀请上
海特励咖啡女性社会组织咖啡师
以点带面开展培训8场次，培训
180多人次，助力民宿女主人打
造崇明“本土化”的咖啡产品。

讲起自家的咖啡，大田民宿
女主人之一的小邵十分自豪，“长
兴岛盛产柑橘，咖啡师教我们把
这个元素融合进去，特调出了这
款柑橘风味的咖啡。很多游客前
来打卡，专为喝上一杯橘子特调
拿铁咖啡。”她表示，咖啡馆现在
平均每天可售出150杯咖啡，会
为民宿引流。小邵说，依托联盟
的各项培训和考察学习活动，民
宿女主人之间经常交流经营心
得，让她们在事业和个人成长的
道路上结伴而行。

成为大学生
暑期实习好去处

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也为众
多大学生牵线，为她们的暑期实
习指引了方向。去年6月，区妇联

联合上外贤达学院，开展了贤达
湾“小海鸥”飞翔“民宿管家”暑期
招募活动，28位女大学生同11家
民宿最终达成实习意向。

上外贤达学院大三学生小饶
在新河镇五星级民宿“拾花”度过
了忙碌的暑期实习生活，58天的

“民宿管家”工作经历让她难忘。
提起女主人周勤，小饶忍不住向
记者感叹：“周姐真牛啊，她还把
崇明土布推介到了法国！”

周勤热衷于崇明本土文化的
挖掘，为了保护崇明土布纺织技
艺，在她创办的拾花、陌上舍民宿
和玄奥乡村艺术酒店内，崇明土布
元素随处可见，用尽一切心思将这
项非遗文化介绍给广大游客。

“暑期实习让我对民宿行业
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今后的职业
方向也有了目标。我从周姐身上
也学到了不少本领。”小饶告诉记
者。

学习她、成为她，这种女性榜
样力量也在周勤女儿的身上得到
了延续。1998年出生的周雨昕，
留学归国后成为周勤最可靠的

“左膀右臂”，她组织了一支由5位

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大学
毕业生组成的民宿酒店管理团
队，正用新想法和新理念，为崇明
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她力量”推动
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崇明区两会期间，区政

协委员、绿华镇“桔苑”民宿的女
主人陆慧慧，提交了一份《布草面
临的困难问题及建议》提案，里面
提到崇明布草洗涤公司分布不
均、性价比低、不规范等问题，这
也正是不少民宿发展中面临的共
性问题。

“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为我

们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大
家经常一起探讨民宿发展中的一
些经验和问题。”陆慧慧说，正是
姐妹们的集思广益和出谋划策为
她的政协提案提供了思路。

如今，乡村民宿已从“野蛮生
长”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崇明
民宿如何提档升级，实现精品化、
集群化、产业化，引发业界新的思
考，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的女主
人们也正在研究如何打造新媒体
平台，整合民宿和文旅资源，探索

“民宿+”融合新业态，在打造民宿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崇明样板”，
推动乡村振兴之路上越走越好，
越走越远。

80位“女主人”组建乡村联盟

“她力量”助崇明民宿走向世界
目前，崇明登记备案的乡村民宿总量已达千余家，一千多家民宿

有一千多个故事。崇明区成立的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让80位
崇明精品民宿女主人汇聚在一起，为崇明民宿产业发展注入了一股

“她力量”。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国珊珊

乡村民宿女主人联盟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