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高广超
通讯员 吴云超

放不下乡村游的情怀

谈起2020年，老刘最大的感
受就是“充满挑战”。

2020年6月18日，他的人生
迎来重大转折——— 放弃公务员
身份，回到了蓑衣樊村，“我内心
扎根农村，还是放不下乡村旅游
的情怀。”

诗意的名字，加上三面环水
的好位置，让蓑衣樊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平原水乡。老刘说：“我们
的村子叫蓑衣樊村，很多人不知
道怎么写，也不知道怎么走。但这
几年，一说蓑衣樊，已经小有名
气，甚至还成了地标性的存在。”

记者采访时，村里新建的手
工作坊里正好蒸出一锅热腾腾
的大包子。手工作坊是老刘在
2020年打造的重点项目之一，在
这里工作的都是村里的老年人。

“因为乡村旅游要做的是场景化，
要展现原生态的乡村味道，所以
我们特意做了黑面馒头、窝头、年
糕等等，让游客尝到原汁原味的
好东西。”村里的老人出不去，没
有就业渠道，手工作坊开业后，他
们在这里做着“家里的饭”，还领
着一份不错的收入。目前手工坊
有三四个人在工作，2021年春天
预计可以容纳十几个老人就业。

农民老刘重启学生生涯

半年前刚回到蓑衣樊村，眼
前还是三年前的状态，老刘有些
失落，所以这半年来他一直没闲
着，找门路、要政策、求支持，在找
专家进行论证后，更加坚定了蓑
衣樊村搞乡村旅游的决心。

老刘始终认为，搞乡村旅游
必须有路子，于是他又开始了“学
生生涯”。老刘说：“最近一直在忙
着学习、充电，要不然就落伍了。”
他到浙江、成都、广西等地转了一
圈，出去看看现在的乡村旅游是
什么样子，乡村振兴是怎样做的，
回来以后不断地提想法，然后去
落实。“现在的乡村旅游已经进入
3.0时代，不再是农家乐吃一顿住
一晚了，而是要吃得好、住得舒

坦、玩出好心情。做旅游本身就是
要新，要奇，要无中生有，要不断
更新和进步。”

让他惊喜的是，2020年下半
年，乡村旅游持续升温。7、8月
份，大量旅游团赶来，蓑衣樊村
一下变热闹了。远朋青秀鱼馆老
板娘李秀芹原本是个没有经验、
不懂得跟顾客交流的“厨房小
白”，现在因为搭上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的顺风车，她的生意越来
越好，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里吃
农家乐，她都可以轻松应对。“十
一”假期，她的鱼馆一天能翻台
十七八次。“当初哪懂乡村旅游
的前景怎么样啊，就是埋头干，
现在牌子是真打出去了，也的确
是赚钱了。”如今李秀芹把整个
家底都投了进去。

62岁的司方华，从2017年就
将自己的家改造成了特色民宿。
在此之前，他种过地，打过工，收
入都不高。59岁那年，他重新“创
业”，投资三十万元经营旅馆，现
在“坐拥”两个院子，包括4个标
间、2个套房。他说：“这都是乡村
旅游给咱带来的福气。”

2020年，老刘觉得变化最大
的是老百姓的心理。“老百姓真真
正正看到乡村旅游是能够带他们
发家致富的，从不认可到主动参
与，再到服务理念日渐提升。”

筑巢引凤请年轻人回村

谈起这半年的艰辛与快乐，
老刘说，“对我来说，今天有困
难，明天一定有办法。”如果一定
要说2020年遇到的难题，那就是
请年轻人回村，让蓑衣樊村彻底
告别“老龄化”“空心村”。

在老刘看来，年轻代表着活
力，年轻人回村就相当于带着自
己的专业、自己的技能、自己的平
台回来建设乡村。他清楚地知道，
要让年轻人返乡，就必须“筑巢引
凤”，为此他“三顾茅庐”，引进创
客中心，结合村情和需要研发文
创产品、旅游产品并着重进行网
络宣传。2011年，蓑衣樊村有512
人，2020年增加到616人。“我跟年
轻人反复沟通，后来有了共同的
理想、共同的目标，他们也想一块
儿带动整个村子发展。这是一个
挺让人欣慰的事情。”

在老刘的办公处挂着一幅

字，上面是苏东坡的诗，“竹杖芒
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对农民生活，老刘乐在其
中。“夏天，每次我在稻田地拔草
的时候、抓鱼的时候，就感觉非
常开心。我跟土地有缘，在村里
走一走就非常幸福。”

2021要参加农民职称评选

“刘树海—小刘—树海—刘
队长—刘经理—刘总—刘书记—
刘副镇长—老刘……”这一连串
称呼分别代表了老刘人生的不同
阶段。上学时，大家都称呼全名；
17岁“下学”后，他在邮电局当了
一名线路员，起初工作时被称“小
刘”，后来工作得到了认可，同事
眼中的“小刘”成了业务能力强的

“树海”；1996年，“树海”成了线路
工程队队长———“刘队长”。2005
年，他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周围人开始喊他“刘总”。2017年
元旦，他上任常家镇副镇长。2020
年6月，刘树海回到了村里，成了
农庄职业农民兼“庄主”。

在刘树海的众多身份里，他
最喜欢“农民老刘”。他说：“我认
为农民老刘会是一直不变的，是
最真实的，也是我最喜欢的。”

山东已全面推开职业农民
职称制度，截至2020年6月，全省
已评出新型职业农民高、中、初
级职称976人。老刘说：“2020年
我本来想去评选，但是很遗憾没
赶上。2021年我争取参加，不光
做一名合格的党员，还要做一名
高素质的农民。”

通过外出学习，老刘对职业农
民也有了新的认识。过去的职业农
民，指的是农民的职业化。现在，职
业农民是把农民种植的产品用经
纪人的方式销售出去。“要成为高
素质农民，就要在带动农民干好工
作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个人价
值，让土地多生产绿色生态的产
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网红路走得越来越得劲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老刘的
抖音账号已经有1 . 2万多粉丝，
每个视频基本都能达到几十万
的播放流量，上万点赞量。冬天
来临，老刘忙于外出学习，短视
频多日没有发布，粉丝不断留言

求更新。有熟悉的粉丝还会问，
最近干啥了，网红不当了吗，还
不更新啊？老刘的“网红梦”，已
经不是梦。

2020年6月份辞职回村以
后，老刘一直琢磨利用村里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拍短视频，借助

“村播”让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
火一把。拍摄团队是返乡创业的
邢立磊团队，拍摄主角就是具有

“网红气质”的老刘。
吴云超是团队的摄像加编

导，在与老刘接触的半年里，对
他的评价就两个字———“真实”。
拍摄前他还担心老刘能不能干
农活。没想到，稻田拔草、锄地、
捉鱼，这些脏活累活他都能干，
而且熟门熟路。“他并不是在镜
头前表演，而是在真实地生活，
我只不过是用镜头将他记录了
下来。”吴云超说。

邢立磊是蓑衣樊村人，毕业
后一直在外面从事自媒体工作，
听到老刘的想法，便回来支援家
乡建设。老刘的“火”，他觉得是
一种必然。“我们最初经营这个
号，就是以美食、风景为主，穿插
一个主人公老刘，他亲自去做一
些事情，这就让大家能够了解农
民老刘，了解蓑衣樊村，了解我们
村老百姓的乡土人情。”后期，他
们想要走的方向就是通过故事情
节来展现老刘的生活，带动蓑衣
樊村的乡村旅游。“2021年春天，
我们要达到50万的粉丝量。”

天蒙蒙亮，蓑衣樊村从安静
的夜晚醒过来。这一天，老刘穿上
军大衣去赶集，吴云超作为一个

“记录者”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老刘说：“我乐于拍视频，但我不
是非要做网红不可，而是要展现
这里的生活习惯、劳作方式、传统
文化，把蓑衣樊村宣传出去，把乡
村旅游做好，让大家看看黄河水
是怎样养育这一代一代人的。”

阳光穿过芦苇荡，一间简易
木屋、一顶棚子、一座锅台，大芦
湖农庄在冬天别有一番味道。半年
来，老刘的“网红路线”走得越来越
得劲。“现在的成效比我想象得要
好，‘农民老刘’也慢慢地叫了起
来，我会在‘网红’的路上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老刘对于自己“小有名
气”这件事表现得很谦虚。他笑
呵呵地说：“还谈不上‘红’，还早
着呢。我得继续努力。”

2020年6月，42岁的刘树
海卸去淄博高青县常家镇副
镇长职务，回到蓑衣樊村做
回职业农民，并玩起短视频，
想要带着这个黄河水乡一起
红。

回乡当农民、拍摄短视
频、发展乡村旅游，如今半年
过去了，老刘的“网红梦”实
现了吗？他与蓑衣樊村又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

辞官回乡务农带小村一起红
短视频平均播放量几十万次，“村播”老刘的网红梦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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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于拍视频，但我不是
非要做网红不可，而是要展现
这里的生活习惯、劳作方式、
传统文化，把蓑衣樊村宣传出
去，把乡村旅游做好，让大家
看看黄河水是怎样养育这一
代一代人的。

淄博高青县蓑衣樊村农民

刘树海

老刘说自己跟土地有缘，在村里走一走就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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