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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

打造晋文化驿站

助力乡村振兴

在山西侯马的张少村，有一位从这

里走出去又回归的传奇女性———王芳。

她曾在北京的繁华中缔造商业佳绩，却

在内心的召唤下，毅然回到家乡，带领

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而她打造的晋文化驿站，正成为家乡发

展的新引擎。

王芳自

2017

年于北京创立坤梵集

团，便始终将“科技振农、文化兴邦”

作为自己的使命，深耕“三农” 领域。

2014

年，在村民们的热切期盼中，王芳

放弃都市的便捷与繁华， 回村参加选

举，高票当选张少村村委会主任。 刚一

上任，她便一心扑到寻找村子发展的道

路上。 自掏腰包，带领村干部外出学习

先进经验， 还邀请专家学者为张少村

“问诊把脉”，最终确立了以美丽宜居为

目标的发展规划， 采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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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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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的模式， 成立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建成了一个集观光、采

摘、住宿、餐饮、购物为一体的高科技农

业观光园区。 为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她

凭借多年积累的商业经验和丰富人脉，

四处奔走招商引资， 累计引资上亿元。

她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认可，先后荣获

山西省“三八红旗手 ”、临汾市“劳动

模范” 等荣誉称号 。

随着对乡村发展的深入思考，王芳

意识到文化产业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2022

年， 她成立山西晋文化传播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晋文化驿站。 这座

驿站的前身是吾谷禅院，是北方少见的

徽派院落 。 其两栋主楼始建于公元

1616

年清初（后金时期）的古徽州 ，历

经

400

年风雨，在古建筑专家和保护学

者的帮助下，成功平移至张少村。

晋文化驿站以独特的徽派院落为

依托，融入晋商文化、山西民俗、传统工

艺等元素， 成为展示晋文化的重要窗

口。 在这里，定期举办文化论坛、艺术展

览、非遗展示等活动，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解读晋文化的深厚内涵，让古老的

院落重焕生机。

作为侯马市 “千万工程” 项目和

乡村振兴研学基地，晋文化驿站在王芳

的带领下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挖掘文化

历史，打造特色旅游线路，集培训研学、

红色教育、文化传承、绿色生态、休闲度

假于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同时，

驿站为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提供活动场

所，开展丰富文化活动，满足市民精神

文化需求， 带动周边产业融合发展，为

乡村文化旅游筑牢根基。

此外，晋文化驿站常态化开展非遗

体验、艺术创作等活动，不断丰富文化

内涵，提升文化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 通过深化农产品品牌，融入

文旅元素，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 围绕山西寻根文化、黄

河文化、晋商文化、大院文化，开发优质

文化产品 ，打造“六化” 区域经济体，

全面提升农 、学 、文 、旅 、 商 、养等综

合产业。

展望未来，王芳和她的团队将继续

秉持“传承晋文化，铸就新辉煌” 的使

命，不断创新，努力将晋文化传播到更

广阔的天地， 展示山西的自然风光、特

色物产、历史底蕴和现代风貌，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的篇章。 （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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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阳

打好乡情牌 筑巢引凤来

云南凤庆

乡贤与故土的“双向奔赴”

乡村振兴， 离不开人才这一核

心要素 ，土地“沉睡 ”，更需要人才

“唤醒”，如何吸引人才回归乡村，让

人才与故土双向奔赴， 始终是一道

难题。 近年来，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

筑巢引凤， 主动为返乡人才搭建舞

台，推动更多在外优秀人才带知识、

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放心、安心

地踏上回乡的归途， 吹响了乡土人

才赋能乡村振兴的“回归号”。

诗礼乡村民李晓曾怀揣着对外

面世界的憧憬外出闯荡，然而，无论

走多远， 家乡那漫山遍野的茶树和

熟悉的茶香始终是她心底最深的牵

挂。 终于，她毅然决然地踏上返乡之

路， 决心在家乡的沃土上开创一番

事业，让诗礼乡的茶叶香飘更远。

返乡后， 李晓创立了云南茶古

墨茶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面

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但她没有丝

毫退缩， 一头扎进凤庆滇红茶的研

究中，四处走访当地的制茶老师傅，

虚心请教， 将前辈们的经验悉心整

理、钻研，深入探寻滇红茶的制作奥

秘，不断学习现代茶叶加工技术，

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对滇红茶

制作技艺进行改良和创新。 在她

的不断的努力下，公司生产的“滇

红茶”品质卓越，香气高长，滋味

醇厚， 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

广泛认可和好评。

随着古墨茶有限公司的不断

发展壮大， 李晓的目光开始投向

更广阔的市场。 她积极参加各类

茶叶展销会、文化交流活动，通过

各种渠道宣传诗礼乡古墨村的滇

红茶文化和产品。 她的努力引起

海外茶商的关注， 她详细的向沙

特阿拉伯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茶商介绍了滇红茶的历史渊源 、

制作工艺、 文化内涵以及诗礼乡

茶叶产业的发展现状， 外商们对

古墨村的茶叶产业和滇红茶文化

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达了强烈

的合作意愿。

李晓深知， 自己的创业之路

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致富， 更是要

带动家乡的茶农共同增收。 她积

极与当地茶农合作， 整合古墨村

113

亩高优生态茶园资源， 为茶农们提供

专业的种植技术指导，从茶树的栽培、

管理到茶叶的采摘， 每一个环节都耐

心细致地讲解和示范。在茶叶收购时，

她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茶农的鲜

叶， 让茶农们切实享受到了产业发展

带来的红利。 在她的带动下， 古墨村

300

余户茶农，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在素有山水河平之称的河平村中

寨组有这样一位

70

后乡贤李佳章，他

常年在外经商， 但一直对家乡紧紧记

挂， 想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5

年， 李佳章通过乡村振兴理事

会，为家乡拓宽道路、安装路灯，解决

河平村中寨组

40

户

152

名村民的出

行难题。

“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家

乡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是有感情

的， 特别是读书时都是乡亲们东拼西

凑借钱给我，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所

以一直以来，我都有浓厚的家乡情怀，

都想着为家乡做点实事。今年回来，发

现我们的小组公路随着车流量的增加

会车极为困难，乡亲们出行极为不便，

我就在想一定要解决公路太窄行车不

便的这一问题。”怀揣这份回报家乡的

感恩之心，李佳章当即决定出资

40

余

万元，为家乡道路加宽

1.2

公里，安装

30

余盏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方便

村民的出行。

一位位返乡创业致富带头人，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家乡的热爱

和责任。 千泉汇聚，大河滔滔；百花齐

放，春色满园。 李晓、李佳章等一大批

返乡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才华，

就像一首激昂的奋进之歌， 激励着更

多的人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中，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成

为激荡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同

时，当地村民在他们的示范引领下，干

事创业热情激增， 描绘出一幅幅乡村

振兴的壮美画卷。

（李丹 白叶枫 詹华任）

近年来，衡阳县大力开展“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用乡情动

人，用产业聚人，用环境留人，引导

广大乡贤返乡创业、投资兴业，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在位于衡阳县栏垅乡均龙村的

衡阳邻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

崭新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正在高效

运转， 一个个鲜鸭蛋经过分级机精

细化分拣后， 再经过一个多月的密

封腌制，将“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独

特的咸鸭蛋，销往全国各地。

万香凤和丈夫在广东珠海从事

蛋类加工行业三十余年，去年

1

月，

通过招商引资回到老家创办衡阳邻

香食品有限公司， 通过与村集体合

作， 将村里的闲置旧学校改造成生

产车间，生产咸蛋、皮蛋、月饼专用

蛋黄、粽子专用蛋黄等蛋类制品，预

计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5

万元

收入。

目前， 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十万级的洁净食品车间， 并计划引

进三套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将声波

选蛋技术、真空包装机、一体化杀菌

烘干机、 自动化打蛋流水线等现代

化技术设备应用于传统生产工艺

中。 预计投产后成品蛋类年产值达

6000

万元， 年销鲜鸭蛋

4

万余吨，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40

余个。 栏垅乡

栏市村村民周丰桂说：“在这里上班

既方便，待遇又好，还能照顾家里，

补贴家用，觉得十分满意。 ”

近年来， 衡阳县利用在外乡贤

回乡祭祖契机，大力开展“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系列活动，邀请在

外乡贤回乡联谊交流， 把推进返乡

创业与推动招商引资相结合， 依托

本地产业，做好延链、补链、强链文

章，去年吸引数字衡阳低空经济、深

圳智能穿戴、东方天润油脂加工、永

轩农产品产业园等

45

个重大产业

项目相继落户。 近

3

年共签约项目

96

个，合同引资额

412

亿元。

（邹建 易建军 王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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