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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果园，考虑亲子采摘；
要是有鱼塘，安排垂钓也不错。你
们运营，我们拍视频，帮你们推广。”
日前，湖州浩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嘉蔚召集了 30 多位民宿
业主，给他们安排了一场民宿运营
课。现场，徐嘉蔚脑洞大开，给民宿
业主出了许多点子，希望帮助他们
找到民宿亮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
新媒体运营。之后，她还不忘叮嘱
大伙，遇到问题多找她，她都会耐心
解答。

美丽的家乡，是她魂牵梦绕的
地方，1993 年出生的安吉姑娘徐嘉
蔚，3年前返乡创业。凭着一腔热爱
与一份执着，3 年来，她带领企业不
断壮大，串联起安吉 40 多家景区和
2000 多家民宿、农家乐，打造绿水
青山间的“旅游同盟”。

亲戚的烦恼，竟成
了创业灵感

推开徐嘉蔚办公室大门，一张
巨大的安吉旅游地图映入眼帘。“扫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预定民宿、购买
景区当日优惠票。”徐嘉蔚示意我，
这个“智慧旅游地图”就是她的创业
项目。

2018 年年初，徐嘉蔚同父亲前
往一位开民宿的亲戚家作客，闲聊
间听到了亲戚的烦恼：“客人来了，
总是问我附近哪里好玩，有没有优
惠票？团队倒好办，可一个两个的
散客没有优惠渠道，我就不知道怎
么弄了。”

当时，在杭州从事电子商务的
徐嘉蔚对下一步职业发展有些迷
茫，亲戚的这句简单抱怨，一下子

“点醒”了她。“之前大家的注意力都
在团队游客身上，如果我们把民宿、
农家乐连结起来，就可以同景区谈
合作，民宿、农家乐为景区引来散客

客流，而景区则给予民宿、农家乐的
散客一定的票价优惠，这样三方可
以实现共赢。”与父亲商议后，本身
就喜欢“穷游”的徐嘉蔚觉得可以做
旅游市场的差异化文章。

之后，她和父亲开始做市场调
研。1 年时间，父女俩跑了 300 多家
安吉的民宿、农家乐，在同业主聊天
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个烦恼普遍存
在。而且当地民宿、农家乐分布点
多面广，许多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夫
妻共同经营，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
与大景区对接。

2019 年 3 月，徐嘉蔚从杭州辞
职，返乡创业，决定在安吉打造一个
真正的旅游同盟，为更多的民宿、农
家乐带去增收。

“死缠烂打”，拿下
景区合作

然而，创业的过程并不如徐嘉
蔚设想的那么顺利。

“开始创业前自己算过一笔账，
从景区获得的收益可以支撑公司发
展下去，但是回来后才发现，景区真
的太难签了。”徐嘉蔚苦笑道，公司

刚起步，没资金也没资源，景区根本
不认可。

徐嘉蔚瞄准的第一家景区是当
地名气较大的老牌景区——江南天
池，如果顺利签约，一家可以带动一
片。让徐嘉蔚没想到的是，光是与
景区负责人见上一面，就很困难。

“负责人很忙，我们根本就不清
楚他空闲的时间。”一次，两次，三次⋯⋯
1 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嘉蔚都跑了
个空。

虽然没见到负责人，但是跑得
勤快的徐嘉蔚与景区大门保安混了
个脸熟。每一次等待时，她都会同
保安聊上一会儿，从家长里短到景
区经营、游客数量，再到他的工作经
历，渐渐地，他们熟络起来。在保安
的帮助下，徐嘉蔚终于“堵”到了景
区负责人。

“我们很忙，因当时对她手中的
民宿资源、市场价格、接待人手等方
面都有质疑，一开始我们没同她谈
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江南天池景区
负责人王安培回忆，即便如此，对这
个年轻人不放弃的创业精神，他心
里是认可的，“把安吉景区的相关信
息有系统有条理地集中到一个‘盘

子’里，方便游客选择，这种销售模
式实际上是对目前营销市场的一种
完善和补充，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经过半年的“死缠烂打”和一次
次修改完善方案，徐嘉蔚的努力彻
底打消了王安培的疑虑，双方最终
签约。“脸皮练得越来越厚，经验也
越来越足。”徐嘉蔚说，虽然过程有
些波折，但有了良好的开端，后续就
变得顺当起来。“包括深溪漂流的朱
总一开始对我们也不了解，但他表
示愿意拿花舞江南景区跟我们开展
一次试验性合作。当他发现有很多
农家乐、民宿客人拿着我们的单子
去他们的景区窗口兑票时，他开始
信任我们。”徐嘉蔚回忆。

目前，安吉全县与徐嘉蔚达成
合作的景区有 40 多家，串联起的民
宿、农家乐已有 2000 多家，而这些
资源都集结在她的“智慧旅游地图
平台”小程序内。游客扫一扫二维
码，就可以自由选择。

拥抱潮流，带动村
民抱团增收

不久前，“阿忠的家·青梨”民宿
迎来了 10 多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
来自安吉各个乡镇（街道）的民宿业
主。这天，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剧本

杀这一新事物上，而把大家召集起
来的人就是徐嘉蔚。

“因为我也很喜欢玩剧本杀，我
觉得可以把它植入到民宿的服务中，
一方面可以丰富客户的体验，另一方
面也能带动民宿的二次消费。”长桌
前，一席白裙的徐嘉蔚向年长她不少
的业主们诉说着自己的想法。

像这样的培训会，徐嘉蔚每周
都会召集一次。当徐嘉蔚在培训会
上发现大部分民宿、农家乐业主并
不懂如何用互联网做营销时，她便
和团队利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
平台帮助民宿、农家乐业主进行整
体的营销拓市。去年一年，她和团
队共为安吉带来游客 13 万人次，带
动 2000 多家民宿农家乐每户增收 2
万至3万元。

“2020 年 3 月，我们了解到，一
些本地农户的春笋滞销，而外地市
场却高价难求。”徐嘉蔚和团队
就发动安吉 200 多家民宿、
农家乐帮笋农吆喝，
每天帮助他们卖出
2500 余公斤
春 笋 ，缓 解

了春笋滞销问题，也让民宿、农家乐
与客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徐嘉蔚和她的农旅合伙人还在
嘉兴地区开了8家安吉生鲜店，专卖
安吉绿色农土产品，如土猪肉、土
鸡、土鸭、蔬菜等，目前已有2万多个
会员顾客。现在她的团队正与安吉
的报福、章村等乡镇开展合作，帮助
村民销售。

“我们也邀请外地顾客来安吉
实地走访，看看这些农土特产，感受
安吉的绿水青山，这也是另一种形
式的引流。”徐嘉蔚笑着说，接下来，
公司将拓展生鲜市场并铺设到其他
长三角城市，让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从安吉的绿水青山间走出来，同时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绿水青山间游
玩，甚至留下来生活。

40多家景区和2000多家民宿农家乐，爱“穷游”的安吉姑娘打造“旅游同盟”——

串起绿水青山间散落的“珍珠”
本报记者 李世超 通讯员 王豆豆

乌 米 饭、气 糕、手 工 蚊 香、青
铜镜⋯⋯最近，“浙西乡村小灰”在
抖音平台走红。视频里，模样清秀
的年轻小伙身穿古朴中式短褂，沉
浸式展现了多种乡村传统技艺，收
到众多网友点赞、评论。

小伙名叫余建辉，30岁，是开化
小有名气的养蜂农创客。今年 3 月
下旬，他注册抖音账号，定位传播传
统美食、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短短
近3个月，视频累计播放量就超过了
一千万次，获得点赞 12.3 万。“最开
始，是想通过视频宣传中蜂等开化
特色农业。现在，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山城开化，进而传播浙西乡村文
化。”余建辉说。

对余建辉来说，无论是做农创
客，还是当视频博主，乡愁都是绕不
开的话题。

回乡养蜂创业

在开化县城附近翁村村的闹闹
家蜜蜂养殖场，20 余个浅蓝色的智
慧蜂箱格外醒目。蜂箱电子屏上，
实时显示着蜂箱温度、湿度、进出蜜
蜂数量等各种数据，并同步发送到
余建辉的手机上。

开化是“中华蜜蜂之乡”，中蜂
饲养量达 5.6 万群。2019 年，在外
当过兵、从事过互联网行业的余建
辉，怀揣乡土情怀和创业梦想回到
家乡，创办中蜂养殖场。

哪里适合养？蜂种从哪来？对
“白手起家”的余建辉而言，养蜂困
难重重。养殖前，他专门向本土专
家讨教养殖技艺，并花了半个多月
时间尝试制作了 110 个蜂桶，让 60
群小蜜蜂“安家”。

“一开始，因为不懂蜜蜂习性，
被蜇是常有的事。”几个月后，余建
辉逐渐上手，并在农业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着手建设全县首家可视化、
数字化智慧蜂场。在余建辉看来，
打造智慧蜂场，就是希望将开化的
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经济，更好助
力乡村振兴。

如今，通过手机，就可以对整个
蜂场进行数据实时采集，并利用数
据可视化模块看到蜂箱的内部环
境，降低了开箱查看频率。此外，余
建辉还开发了一个名为“一取”的微
信小程序，客人不仅可以远程查看

蜜蜂养殖情况，还能在线缴费认养
蜂群、购买蜂蜜。

为助农增收，他将周边 13 家蜂
场的监控同步接入小程序，运行的
一年多期间，总计蜂蜜销售量达500
余公斤，带动蜂农增收20余万元。

因为对视频制作感兴趣，在养
蜂之余，余建辉经常会拍摄一些有
趣的养蜂视频上传网络，并展示开
化的特色农产品。经过几期视频创
作后，他的目标变得更为长远，视频
内容也不局限于农产品，而是涵盖
浙西山村的方方面面。

转型视频博主

对于“浙西乡村小灰”抖音账
号，余建辉将它定位为“记录家乡农
村生活点滴，带你走进大山、古村
落，解读更多传统工艺、美食和文
化”。近3个月时间，桑叶凉粉、乌饭
气糕等 18 个原创短视频累计获得
点赞量12.3万。

余建辉的视频作品，色调清雅，
音乐舒缓，没有旁白也没有对话，偶
尔出现的鸡鸣、狗叫、蛙声、虫吟，让
人感受到田园生活的宁静美好。作
为主角的余建辉，干起农活毫不含
糊——在“花米粽”视频中，余建辉

将浸泡了一夜的糯米淘洗干净、准
备粽子馅料、上山砍竹子、用刀劈开
竹筒、将泡好的材料用小勺装入竹
筒⋯⋯每个动作都非常娴熟。

除了出镜，余建辉还要“分身”
拍摄。“1分多钟的视频，至少要拍上
百个镜头。”余建辉说，从设想构思、
撰写脚本，到拍摄制作、后期剪辑，
视频制作过程，基本由他一手操刀，
偶尔忙不过来就喊上志同道合的朋
友帮忙。截至目前，仅“手工蚊香”
和“花米粽”两个视频，总播放量就
接近600万次，吸引了1万余个新粉
丝。

高人气视频的背后，其实是异
常艰苦的付出。白天拍摄、熬夜剪
辑，是余建辉的工作常态。背着相
机和三脚架，他一个人几乎走遍开
化的山山水水。“一般两天会更新一
期作品，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视频，就
得花上更久。”余建辉说，有一期是
展示带有开化元素的青铜镜，青铜
镜制作是个手艺活，包括制镜范、浇
铸、刮削、研磨、抛光、开光等十多个
步骤，特别是火的温度、烧火材质更
是严格，这一期间失败了许多次，历
时1个多月才完成。

“之前烧铜油时，把鼻子都熏黑
了，手上起茧更不用说了。”余建辉

说，手工艺的学习和制作并不是一
蹴而就，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一年
时间。为呈现手工技艺，他经常找
师傅请教，也曾为制作一个竹艺作
品跟学一整天。

守望乡愁记忆

有人问：“你为什么回到开化？”
余建辉回答很简练：“回乡追梦。”

从大山走出的人，对大山有份
特殊的依赖和情感，余建辉也不例
外。“开化乡村的未来，需要年轻
人；弘扬传承家乡的文化，也需要
年轻人，所以我回来了。”

在余建辉的视频作品中，开化的
好山好水、乡土人情、特色美食，得到
了淋漓尽致展现，勾起了不少在外游
子的乡愁，也引来许多外地网友的点
赞。“高手在民间”“充满人间烟火气，
又有世外桃源梦”“传统技艺，值得传
承”⋯⋯网友纷纷留言。

1 个月前，在制作青铜镜过程
中，余建辉自己绘画、自己雕刻、自
己打磨，将龙顶茶、清水鱼、中蜂等
开化特色融入图案制作，还加入钱
江源、古田山等字样，时时刻刻不忘
展示家乡元素。

余建辉对短视频创作有自己的

理解。“除了画面要好看，内容一定
要有特色，才能抓住网友的眼球。”
在余建辉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密
密麻麻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拍摄
主题，既有时令性的，如端午节等节
气，也有开化瓷、开化砚、香火草龙
等开化文化。”

夏天到了，割艾草，制作手工蚊
香；枇杷丰收了，他又把镜头对准了

枇杷膏⋯⋯“希望能通过我的视频，
向大家展现原汁原味的山城开化和
传统文化。下一
步 ，我 还 想 探 索
通 过 短 视 频 ，如
何 为 开 化 农 产
品 销 售 打 开 新
路 子 。”余 建 辉
说。

从农创客到视频博主，开化小伙致力传播浙西乡村文化——

家乡的美好，他“秀”给千万网友
本报记者 钱洁瑗 共享联盟开化站 汪宇露 姚 雪

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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