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1，上链接。”谷堆现代
化农创园的直播间里，“阿立啥
都会”正在直播。主播许立声情
并茂，把湖州特色农副产品推
介到千家万户。

2022年，大学毕业的许立
选择回乡创业，办起了养鸡
场，瞄准了红火的直播带货。
“有想法但也退缩过。”他说，
场地、设备、经验都是“拦路
虎”。

就在他踌躇徘徊时，谷堆
农创和沈一婷主动递来了橄榄枝——谷堆现代化农
创园提供免费直播间，配备基本的设施设备，并邀
请他参加直播带货相关的培训活动。

“培育农创客，就是培育乡村的‘造血功
能’。我们想为乡村培养一支留得住的在地农创
客队伍。”沈一婷说，农创客最鲜明的特征就是
年纪轻、学历高、善创新。在创业的过程中，他

们将新思路、新技术、新业态带入乡村，转变乡
村传统发展观念，实现农创客与乡村的双向奔
赴。

针对农创客的特点，谷堆农创推出了一系列创
业帮扶“套餐”：聚焦助农直播，签约主播，提供
场地设备等支持；聚焦新技术，引入高校和科研院
所，助推产学研合作；打造“人才库”“项目库”
和“市场库”，架起农业企业、乡村人才和市场的
桥梁……

谷堆农创建立以来，已吸纳15个青年创业团
队入驻，招引入村投资项目8个，培育乡村运营团
队2个。

在沈一婷和谷堆农创的助力下，许立的直播
风生水起，并带动了周边农户致富。今年春茶
季，他走访安吉多个村，最终达成了直播销售合
作。“这一季我们试点了一个村，效果远超预期，
仅新茶就卖出了数千斤。”在他的计划里，接下来
将携手北方的助农主播，合作推动特色农副产品的
南北互通。

如今，谷堆现代化农创园迎来了越来越多和许
立一样的农创客入驻。他们自我成长的同时，在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带动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等方面不断创造价值。

扶·双向奔赴

“小小农创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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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到移沿山生态景区赴一场油菜花之约，
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在这里，油菜花与古村落、
水系相互交织，仿佛回到了古朴宁静的旧时光。

移沿山村是湖州最先发展农文旅的村庄之一。
然而，伴随着设施老化、项目停滞，农文旅发展反
而滞后。谷堆农创入驻后，沈一婷一直在思考：如
何让移沿山村焕发新生机？

于是，她走村入户了解“家底”。“村里的旅游
资源不少，可以充分利用，再引入新业态。”她将
研学活动、湖剧下乡等引入移沿山村，与农事、农
景相结合，推出了“油菜花节”等活动，让游人如
织的场景再现。

“乡村运营的本质是让土地重新生长出经济价
值与文化魅力，而品牌化则是这种价值可持续释放
的密码。而且，农创的同质化较高，打造新IP无疑

是好的出圈方式。”提及乡村运营的秘诀，沈一婷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如何打造品牌？借鉴谷堆乡创的成功经验，她
充分挖掘村落历史文脉、民俗技艺、特色农产品、
农事节庆等资源，构建起“品类品牌+产品品牌”
矩阵。

移沿山村的实践证明，当传统农业遇上现代运
营思维，一朵普通的油菜花也能绽放出惊人的经济
能量。这也更坚定了沈一婷走好乡村规划之路。截
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全国乡村规划类项目100余
件。

新IP也成为致富法宝。谷堆农创已帮助乡村招
引投资创业项目8个，农户最高月收入达3.65万
元，周边农户平均月增收6000余元。

走进谷堆农创，发现“种IP”已成新风尚：

“小小农创客”IP，实现乡村研学从活动升级
为可持续运营的IP，构建“教育+文化+产业”的
闭环；

“乡村陪伴师”IP，以“食宿换技艺”的方
式，招募100名身怀十八般武艺的能人深入乡村，
为乡村做“一件事”；

“谷堆音乐会”IP，通过企业搭台、村民当主
角，赋予乡村活力与时尚基因；

……
从“卖农产品”到“卖体

验”，从“流量变现”到“情感
连接”，沈一婷以品牌运营帮助
乡村完成从产品输出到价值输出
的跃迁，让更多乡土品牌长出

“金叶子”。

种·IP出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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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聚谷成堆，她在乡土间播洒“
创新种”

蒋晓锋（浙江省新时代文旅产业研究
院执行院长、浙江省乡村运营“十大教
头”、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领军人物）

沈一婷和谷堆农创的乡村运营实践，为当
前乡村振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湖州样本”。
这些探索不仅验证了“人才入乡”与“在地孵
化”的可行性，更在 3 个维度上突破了传统乡
村发展的桎梏。

首先，以“运营思维”重构乡村价值逻辑。
团队通过品牌化IP打造、业态复合化设计，

实现了从“资源依赖”到“价值创造”的转型。其
核心在于将乡村视为一个可持续经营的“社会
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沉睡资产。这种模
式与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运营理念异
曲同工，但更贴合中国经济基底。

其次，探索农创客培育的“生态化路径”。
当前，全国农创客培育普遍面临“成活率

低、持续性弱”的问题，而谷堆农创的“1+5+N”
体系和“乡村陪伴师”构建了完整的创业支持生
态：在前端，理论培训解决认知短板；在中端，基
地实训提供试错空间；在后端，项目孵化对接市
场资源。这种“陪伴式成长”机制，有效降低了
青年入乡创业的边际成本，其“农创社群”模式
更形成了知识外溢效应，值得在全国推广。

再者，促进IP化运营的“文化赋值”创新。
沈一婷团队深谙“乡村IP的本质是情感连

接”。无论是“油菜花节”对农耕美学的放大，
还是“小小农创客”对亲子教育需求的捕捉，都
体现了对城乡消费升级趋势的精准把握。这

种“轻资产、强内容”的运营策略，比单纯依赖硬件投资的
乡村旅游项目更具韧性和传播力。

深入观察沈一婷带领的谷堆农创，也有几点建议和
展望。

第一，警惕“IP泛化”风险。避免过度商业化稀释乡
村文化原真性，建议引入文化人类学者参与IP设计。

第二，强化新媒体赋能。可探索新媒体各品牌矩阵
的路径，扩大消费半径。

第三，呼吁政策配套。地方政府需在土地流转、金融
支持等方面，为乡村运营主体提供更灵活的制度供给。

沈一婷和谷堆农创的实践印证了一个趋势：乡村振
兴的下一程，必将由“资源驱动”转向“运营驱动”。她的
故事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映射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浪
潮中的另一种可能——让土地生长出经济价值，更生长
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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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华

这个夏天，乡村俨然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稻田里飘出咖啡香，变身网红打卡地；田间地头传来欢
声笑语，演绎“小小农创客”成长记；山林古道焕发新生机，成了徒步爱好者纷至沓来的“梦中情
路”……

一切变化的背后，站着一位特殊的“女魔法师”——谷堆农创主理人、乡村CEO沈一婷。
初见沈一婷，温柔而又热烈，灵动不乏飒爽。从三尺讲台到万亩田园，从中职教师到农创主理人，她

的转身带着新时代的破茧之美。
“运营是乡村的脉搏，而我，想做一个把脉人。”她说。
培育乡村“新势力”，她是农创“女教头”，把课堂搬到乡村田野，将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引入乡

土，采用“理论培训+基地实训+项目孵化”三维模式，三年间已培育8名青年农创客。
策划乡村新IP，她又化身品牌“星推官”，用商业思维重组乡村生产要素，把单一农业升级为“农

业+”复合业态，把土特产变成“潮品”，让“沉睡资产”变成“活力资本”。三年来，已创新策划、运营
乡村5个IP。

在湖州的绿水青山间，沈一婷正引领一场重构乡土文明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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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啡”
撬动大产业、种

菜“种”出产业联合
体……日前，在位于吴兴区八里店
镇移沿山村的谷堆现代化农创园
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三“共”（共
建、共享、共创）老友记沙龙气
氛热烈，沪湖青年农创客齐聚，
分享一个个精彩的创业故事，碰
撞智慧的火花，激发创业斗志。

这样的头脑风暴，经常在谷
堆现代化农创园上演。在一次次
的思维碰撞中，农创客直陈创业
痛点难点，共享方法论、共建商
业逻辑、共创社群经济，从单打
独斗迈向抱团发展。

农创客，这一新势力正崛起

于沃野平畴。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
浙江启动实施“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以来，全市
已累计培育农创客超8515名。

然而，随着农创客队伍不断壮大，“成长的烦
恼”日益显现：创业技能、经验不足，项目运营缺
乏专业指导、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创业难度和失
败率偏高。

这正是沈一婷接手谷堆农创后，面对的首个课
题。“培育农创客，就要扬长补短。”她认为，必须
从创业方法、运营方略、经营技巧等方面着手，为
农创客补齐短板。

2022年底，谷堆现代化农创园进驻八里店镇
移沿山村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在沈一婷的带领
下，重点打造农创孵化平台、农科研究平台、农业
数字平台三大载体，辐射带动更多的青年投身农业
农村就业创业并走向成功。

目前，谷堆现代化农创园已形成了“1+5+N”

的管理运营模式，即打造1个国家现代农业综合产
业园，农产展示中心、农创客孵化中心、农科研究
中心、农业数字中心、农品品牌化中心5个中心，
以及科技农业示范基地、互联网新型农品主培基
地等N个基地，为农创客孵化和培育提供全链条
式服务。

“家”有了，活动少不了。
聚焦农创客的需求，她和团队精心制作服务

菜单，推出了“谷堆听你说”“我们的共富计划”
“我们的振新事”等系列品牌活动，将“理论培
训+基地实训+项目孵化”的培育模式落到实处。
以“谷堆听你说”农创沙龙为例，目前已推出30
多期，不仅为全市农创客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
台，而且吸引了新疆、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农创客
慕名前来。

农创客们由衷赞叹，创业路上，谷堆农创就是
他们的“加油站”。

育·新农人崛起

记者 项飞 吴拯 摄

吴兴区八里店镇移沿山村吴兴区八里店镇移沿山村

湖州乡村职业经理人成长观察融媒体系列报道②

1.谷堆农创开干 2022年12月7日
今天，“谷堆农创”在吴兴区国家农业产业园成立了。
乡村产业融合想象空间巨大，“文创+乡创+农创”，我们跨界融合，相互补

不足，在传统边际产出递减的背景下，再融合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
“一站式农文旅服务平台”，我们开干！

2.“谷堆”的意义 2023年7月27日
很多人问“谷堆”的意思。
我说：是一派丰收景象，聚谷成堆，人才成队。任何运营星辰大海的人都要

从眼前的小事做起，那我们，就从一粒谷子开始我们的故事。
我们学习金华、丽水、衢州农业，分享吴兴经验。走出去，也带进来。

3.“我们的共富计划”来了 2023年7月29日
今天，“我们的共富计划”活动圆满结束。活动是面镜子，通过分享，再

返回来“认识自己”。成长需要思考，需要行动，需要认清不足，同时也需要
计划。要探索，会反思，能接受，敢创新，实现共建，共创，共享。

4.“小小农创客”厚植乡土情 2023年11月19日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能和孩子们共同见证在这片金黄大地上光

与影的斑驳交汇。稻影重重，忙碌的人儿丰收雀跃。我们将汗水挥洒在大
地上，大地再回馈给我们温情。

稻穗儿低头弯腰，我们也是，永远对土地深情热爱。

5.互相学习 2024年1月23日
2023年，赴山东临沂考察农业“大而精”，2024年有机会给临沂的老

师叨一叨我们的“小而美”。
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因为有了一来一往，多了些许温度。

6.聊聊农文旅的未来 2025年6月20日
农文旅的未来，不是“做景点”，而是“种关系”，关系的深度和持续，决

定了农文旅的生命力。单个项目孤立运营，缺乏区域联动，应该在有规划、
有主题的方向下，多招募一些内容主体，从点状运营到全域闭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