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乡村，终

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

树！在成都市新津区兴义镇张河

村，一批新办乡村企业在这里蓬勃

发展，一批有志青年在这里扎根逐

梦，他们与这片热土共融共生，与

当地群众共创共赢。

彭红彦，成都食物减法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河村副书记。
2009年初，她来到兴义镇，开始投身于
生态农业运营。

谈起进入这个行业的初衷，彭红
彦告诉记者，自己很喜欢农业，喜欢乡
村生活，上大学时学的也是与农林相
关的专业，所以一毕业就扎根到这个
行业中，新津的乡村是自己梦想启航
的地方，她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

初试牛刀
创建“食物减法”

“十几年前，我来兴义镇时，这里
连成新蒲快速路都没有通，张河周边
还是田野。”彭红彦回忆说，来到张河
工作后，通过当时所在团队和政府的
投资建设和发展，兴义的生态农业基
底在成都周边而言发展得相当不错，
但是由于整个行业都缺乏销售的渠道
和平台，导致产销对接非常弱。

随着行业的发展、乡村振兴的推
动以及中国天府农博园在张河的落
户，彭红彦从中看到了机会，她决定在
张河打造一个链接城市与乡村的消费
场景，利用“零售+体验”的经营模式，
引入互联网思维，搭建起农产品从产
到销的全产业链创新平台。

2021 年上半年，在张河村的乐享
大棚内，彭红彦精心筹备的“食物减

她喜欢农村生活，深耕生态农业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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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店正式开门迎客。据彭红
彦介绍，“食物减法”秉承“食物做
减法、健康做加法；物质做减法、
精神做加法”的生活理念，通过

“食材及体验”链接农业产销的各
个环节，传递健康饮食与美好生
活方式。

记者走进门店看到，在一楼
农创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特色生
态农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购
买，而在二楼餐厅，清新雅致的环
境别有一番风味，三三两两的食
客们正在享受这里的美食和静谧
的用餐环境。

“运营一年多来，依托天府农
博园平台的优势、线上线下流量引
导、周边优美的新乡村环境，以及

相对较高的品质服务体验，‘食物
减法’已经成了片区商业门店的

‘顶流’。我们去年一年接待了来

自省内外和成都主城区的客人约

30万人，这更坚定了我扎根乡村的
决心。”彭红彦说道。

联农带农
村民认知与收入双提升

“门店能越做越好，要归功于
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据了解，

“食物减法”目前有14名员工，全是
张河村当地的村民。他们当中有
的之前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外出务
工返乡人员，大部分人对生态农业
行业和理念都不太熟悉，彭红彦就

组织团队进行学习培训，传递“食物减
法”的商业逻辑和运营理念，员工们成
长很快，同时乡村也缺乏大量的运营
人才，因此，随着员工们的成长，收入
也相应提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员工们
来到这个平台，收入增长是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技能和认知的提升，现在个
个都能独当一面。”说起这些变化，彭
红彦非常欣慰。她还表示，作为张河
村的副书记，她有义务带领大家共创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很多当地新老村
民纷纷表示，“食物减法”这样的乡村
业态和门店让大家认识到农产品也是
精致的，乡村也是有品位的，乡土乡村
在新时代的审美是没有限制的。

迭代升级
“食物工坊”亮相丰收节

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
活动在成都新津农博园举行，“食物减
法”2.0版本也在这次盛会中亮相，这是
彭红彦借鉴欧美、日本等“观光工厂”

“工厂见学”模式，在天府农博岛商业
后街打造的“食物工坊”项目。

据了解，“食物工坊”通过链接高
校农业+食品最前沿加工技术，营建现
代化的果蔬加工主题观光工坊，是集
食物加工、餐饮体验、食育活动于一体
的复合型农文旅业态。

“食物工坊的整体风格是自然丛
林风，在乡村的大环境里，来到食物工
坊可温酒聊天、可围炉烹茶，或家人闲
坐、或亲友相聚，尊重食物、热爱生活，
一起发现食物背后不寻常的智慧和魅
力，体验亲手做一份食物所带来的乐
趣。”据彭红彦介绍，“食物工坊”亮相
以来反响很好，她对项目的未来充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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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红彦称新津的乡村是自己梦想启航的地方。

“食物减法”内陈列着特色生态农产品。“食物减法”环境清新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