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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石椅村90后民宿主理人邵乙桃：

拳头握紧才有力，共同富裕才是富

主 题 报 道

2025年一开年，资阳市安岳县通贤
镇帽石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
苹就很忙。一方面，作为村里电商带货

“扛把子”，他在3天上传了4条视频，以幽
默风趣的方式宣传村里的柠檬、耙耙柑、
菜籽油等特色农产品；另一方面，作为省
人大代表，他跑调研、写建议，将当地老
百姓的心声，带上了2025年省两会代表
通道。

“2025年，我想做好的事情也很简
单，在农村孵化更多主播，打造更多助农
矩阵，卖更多的货，帮助更多老百姓。”2
月6日，关祖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封面新闻与共青团四川省委携手推
出的“我们村的年轻人”2025年领头雁寻
访活动正在进行中，听闻此事，关祖萍对
即将尝试和他走一样道路的年轻人写下
寄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初心很重要，
不忘初心更重要。

创业一波三折跌倒了再爬起来

2013年，关祖苹从四川农业大学毕
业，怀揣着农业创业梦想的他与蜗牛美
食不期而遇，决定从繁华都市回到家乡，
探索食用蜗牛养殖。4年时间，他建起了
西南地区最大的食用蜗牛养殖场，在成
都春熙路开起了全国第一家蜗牛主题餐
厅，“帽石牛”食用蜗牛品牌曾一度火遍
川渝地区。正当对未来满怀憧憬时，蜗
牛产业作为特种养殖被全面禁止，关祖

苹几年奋斗的心血毁于一旦。
“最困难的时候，我在餐厅办公室住

了一年，经常彻夜难眠，还胖了30多斤。”
关祖苹说，之后他又尝试转型其他餐厅，
但市场无情，在餐饮行业竞争激烈的成
都，依然没能开下去，还倒欠了银行10余
万元。

关祖苹没有气馁，他不断总结反思，
对农村产业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
识，很快重振精神，另辟新路。他将蜗牛
养殖场调整成肉鸡育雏场，发展89户肉

鸡代养户，帮助村民实现快速增收；与奶
牛养殖企业合作，流转农村撂荒土地300余
亩种植青储玉米，解决当地就业100余人。

“土货书记”带动2000户村民增收

2021年3月，关祖苹当选为帽石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面对没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没有支柱产业的乡村
现状，如何发展成了一直压在他心头的
问题。“顺势而为，才能赢得未来”，关祖
苹意识到自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开始
研究“三农”自媒体运营。

他坚持在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发
布作品，打造个人IP。万事开头难，最初
关祖苹的粉丝寥寥无几，只有他的父母
和附近村民。为了增加曝光度和影响
力，关祖苹挨家挨户收集农产品，到县城
摆地摊，开始直播卖货，宣传帽石村农副
产品、分享村里的产业规划。

大学生村支书线上“推介”“招商”，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不少外地
朋友主动联系流转撂荒土地2000余亩，
打造高标准千亩粮油基地，关祖苹也成
为小有名气的“网红支书”。

去年12月，帽石村“新农人线上集
市”开张，关祖苹坚持每天抖音直播带货
两小时，帮助村民销售红薯等农副产
品。在“网红支书”的助力下，不到一个
月时间，直播间“吸粉”6万多，最高在线人
数达到3000人，销售额超过40万元。这
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口口相传中扩
大了影响力。重庆以及周边市、县、乡镇
纷纷到帽石村考察交流学习。关祖苹也
被村民热情地称为“土货书记”。

2024年，关祖苹通过公益助农直播
间，帮助村民销售近1000万元的土鸡、土
鸭、蔬菜、水果、粉条等农副产品，带动周

边2000多户村民增收。

打造乡村桃花源引来“新村民”

产业路径摸索出来了，但面对全村大
多数都是老年人的现状，3个“谁”成了关
祖苹关心的新问题：谁来建设乡村？乡村
是谁的乡村？乡村建设好了为谁服务？

因为有曾在外打工的经历，关祖苹
深深懂得在外务工的青年人对乡村的眷
恋。“可以先召集一帮有乡村情怀的年轻
人抱团，把第一个有本土特色的‘共建乡
村’建设起来，慢慢还可以孵化第二个、
第三个。”关祖苹说。心思一动，一个集
合金融投资、运营管理、规划建设等的

“新村民”招募计划萌生了。
为此，关祖苹推出了一套吸引帽石

村“新村民”的灵活机制，即“留鸟”和“候
鸟”新村民机制。“留鸟”新村民全年大多
数时间都扎根在帽石村，共同参与帽石
村的建设；“候鸟”新村民在城市有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闲暇时到帽石村来生活
与生产，并且随时在线上为村子建设贡
献智慧。不到一年时间，来自省内外的
116名年轻人加入“新村民”行列，成为帽
石村乡村振兴的“创业伙伴”，共同打造
了滨河生态公益公园、大自然露营基地、
野炊火锅、休闲树屋等乡村旅游新业
态。单周到村游客数量突破3万人，极大
地带动了农副产品销售和村民就业。

对年轻人返乡创业，作为“过来人”
的关祖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提醒,“其
实，我并不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单靠情
怀回到农村去从事种植养殖业，农村并
不是大家最后的退路，而是往往更需要
既了解农业生产，又有技术和头脑的青
年人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2月6日，春节假期结束第二天，作为
绵阳北川石椅村尔玛人家民宿主理人的
邵乙桃，刚有一点闲暇时间，就在思考民
宿下一步的发展。1998年出生，不到27
岁的邵乙桃已经担任民宿主理人两年多。

2023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频连线石椅村慰问干部群众。之后，拥
有“乡村振兴很好的样子”的石椅村，迅
速走红成为热门景点。作为全村第一
家较为高端的民宿，尔玛人家经营得如
火如荼。两年过去了，尔玛人家带动村
里的民宿和农家乐发展到25家。这两
年，周边村庄的民宿老板，常来考察学
习。作为排头兵，在民宿规模化的现状
下，邵乙桃也在思考着如何提档升级，更
好地服务游客。

“羌文化的注入是一方面，但需要大
家共同发力，就像拳头握紧了才有力。”
邵乙桃告诉记者。

拳头握紧才有力
希望民宿和农家乐能发展羌文化

邵乙桃介绍，尔玛人家原本是家里
经营的农家乐。2022年，开始改造建设
民宿。当时，他从崇州一家民宿的厨师
长岗位上离开，回到老家，和父母一起谋
划开民宿。虽然当时只有20岁出头，但
邵乙桃无论餐饮技术还是管理经验都已
十分丰富。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是因为他看到了在石椅村发展民宿
的前景。

“崇州的优势是距离成都很近，我们
这边的优势是羌文化和农特产。当时就
觉得发展民宿没有问题。”邵乙桃说。

两年过去，村里的民宿和农家乐发
展到25家，周边如杨柳坪村等，也有不少
村民加入到这条“赛道”。

从2023年至今，两年过去了，游客越
来越多，民宿和农家乐也越来越多，如何
把民宿提档升级，让游客到石椅村有更
好的体验？

在邵乙桃看来，还是要立足于羌文
化的注入。最初设计尔玛人家民宿时，
他就引入了羌绣等传统产品，而今看来，
做得还不够。

“羌文化的注入不是我们一家民宿
做了就可以，还需要村里和附近村子的
民宿共同做这个事情，形成整体效应。”
邵乙桃解释道，大家就像手指，只有拳头
握紧了才有力量。

共同富裕才是富
倾囊相授民宿设计建造经验

回忆起这两年，邵乙桃接待最多的
除了游客，就是前来尔玛人家考察学习
的本村和周边村民。“当时我们最先建设
尔玛人家，最初是本村的村民来学习考
察，我们都是倾囊相授，比如在设计时哪
里还可以提升、功能区的划分怎么更加
科学、菜品如何更有品相等，都给了他们
诚恳的建议。”邵乙桃说，因为他和父母
始终觉得，大家发展起来了肯定是好事
情，毕竟共同富裕才是富。

再过两天，邵乙桃就要前往成都，面
对民宿提档升级的要求，他还要加强学
习。这个曾经把经验带回石椅村发展尔
玛人家，带动村民改造农家乐开民宿的
90后小伙，打算在民宿提档升级中，再当
一次“排头兵”。

“今年村里的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
变化巨大，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现在
民宿和农家乐建设发展基本可以了。”
邵乙桃表示，在这么好的条件下，一定
要走出去学习，争取在服务上、细节上
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也希望政府能够
统筹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促进大家共同
富裕。

据北川文旅局统计，春节假日期间，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共计150余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792亿元，其中石椅羌
寨乡村振兴先行区累计接待22万余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9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周洪攀 受访者供图

“土货书记”带村民直播卖货年超千万元

关祖苹在直播带货。受访者供图

石椅羌寨迎客来。

尔玛人家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