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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市集、“草坪星空音乐会”、粤港
澳大湾区轮滑公开赛……4月17日，记者
从神湾镇获悉，“第五届神湾菠萝文化旅
游月”系列活动即将于4月29日至5月31
日举行。

该活动以“潮起湾区·香约神湾”为主
题，通过“文化+旅游+经贸”多维联动，推
出近10项主题活动，邀请八方游客共赴菠
萝飘香的盛宴，以此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培育消费新业态。

其中，4月29日，活动开幕式将在丫

髻山宥南旅游景区举行，届时现场发布神
湾镇招商推介视频，为招商大使、顾问颁
发聘书，推动优质企业落户，并联合珠海
市斗门区发布跨城文旅线路，促进大湾区
旅游资源共享等。

5月1日至16日，“神湾菠萝非遗文化
园”将变身“菠萝乐园”，游客可前往参与
亲子研学、手工制作菠萝包等互动项目。
同时，青年创业品牌市集、露营主题市集
为活动注入时尚活力。非遗与潮流的结
合，将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菠萝文化。

5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轮滑公开赛
将在神湾中学开赛，届时将吸引500多名
青少年选手竞技。5月17日晚，神湾镇的
花海公园将上演“草坪星空音乐会”，光影
秀、弦乐四重奏、民谣专场等即将到来。

4月30日至5月30日，宥南村丫髻山
景区将推出“金色大地 乐享自然”露营月
活动。美食市集、山野音乐节等将让游客
既品尝地道菠萝美食，又能在星空下享受
露营的野趣。

本次活动期间，主会场将联动神溪

村、竹排村、海港村等分会场，形成全域文
旅矩阵，展现神湾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

“2025年第五届神湾菠萝文化旅游月
系列活动不仅是文旅盛宴，更是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神湾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非遗传承到产业招
商，从运动激情到自然之美，神湾镇正以
开放之姿拥抱湾区机遇，盛情邀请八方游
客相约神湾，品菠萝香甜，赏文旅风华，共
绘“宜居宜业宜游”的湾区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帆 通讯员 崔建灵 赖柏成

■农活变成“指尖生意”
4月 13日清晨六点，陈小静的手机准

时弹出新订单提醒。她熟练地打开苗仓交
易平台，核对客户要的 100盆七彩马尾铁
规格，在备忘录里标注好发货时间。这个
曾经围着灶台和苗圃转的全职妈妈，如今
掌管着年销售额 400多万元的花木生意，
手机成了她最得力的“农具”。今年第一季
度，她的带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

2022年以前，陈小静的生活被两个 6
岁的双胞胎孩子和丈夫的花木场填满。

“每天浇水施肥累得直不起腰，收入却全
靠丈夫跑工程单，疫情一来订单锐减，急
得整夜睡不着。”转机出现在横栏镇妇联
的一次走访，“探花姐姐”项目像一道光，
照亮了她被困在围裙里的人生。

最难忘第一次直播，陈小静对着镜头
僵硬得像棵木桩，丈夫在旁边憋笑：“比咱
家的盆景还板正。”如今她却能对着镜头
侃侃而谈，去年靠一条罗汉松造型视频，
拿下300万元的公园绿化订单，其中110万
元来自自家苗圃，另外100多万元带动了6
位“探花姐姐”的花木销售。

与陈小静相识的刘华华，曾是连朋友
圈都很少发的“社恐妈妈”。第一次拿起手
机学拍短视频，她躲进花房关了半小时
灯，生怕被人看见自己对着镜头说话的样
子。“课程里的PS绘图和直播运营课简直
是及时雨，我去西藏旅游时都能接到订
单，客户说就喜欢看我在花田里实拍的视
频，真实！”她打开手机，最新一条盘艺造
景视频下，有位上海客户留言：“跟着刘姐
学养花，比买花还长见识。”

■花田连上了“数字管网”
李园满的花场仓库里，婆婆正戴着老

花镜核对快递单，旁边堆着印着“探花姐
姐优选”的定制纸箱。“以前觉得直播是城
里人的事，没想到咱农村大妈也能当‘网

红’。”她指着手机里的销售记录，去年通
过直播卖出 3万多盆七彩马尾铁，销售额
比传统渠道增长40%。

这场转型背后，是中山市妇联、横栏
镇妇联织就的一张数字赋能网络。联合中
山一职、广东苗仓等机构打造的“104节定
制课程”，像一条流水线，将传统花农打磨
成“全能花匠”：上午在田间学病虫害防
治，下午在教室练直播话术，晚上回家剪
短视频。横栏镇妇联还打通物流瓶颈，协
调快递公司将花木邮寄成本降低 30%，定
制防震包装解决运输损耗问题，苗仓平台
的“推广币”机制让学员每节课都能兑换
流量资源。

“现在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数
字工具箱’的新农人。”90后花农小欣展示
她的“作战装备”：无人机拍摄花田全景做
账号封面，蓝牙麦克风收音更清晰，绿幕
背景随时切换直播场景。她所在的“探花
姐姐”团队开发出“花木+园艺指导+文旅
体验”的复合模式，推出“花境营造上门设
计”服务，客单价从几百元提升到数万元。

数据记录着这场变革的速度：400名
“探花姐姐”累计创造1000多万元销售额，
带动近80个“探花游”研学团走进花田，周
边餐饮、农产品销售增收30多万元。

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加
入这支“数字娘子军”，25岁的小羽放弃城
里工作回乡，用VR技术制作 360度花田
漫游视频，吸引了北京、上海、浙江的高端
客户，“现在老家的花木不仅能卖出去，还
能卖出溢价。”

■“数字娘子军”上演“云端合唱”
每周不定期，横栏镇三沙村的“探花姐

姐”直播间都会开播，五位姐姐轮流上阵，
镜头扫过身后的“共享花库”——30多家花
农的优质苗木在这里集中展示。“这是我们
的‘1+N’抱团模式，谁家有特色品种就重

点推广，遇到大订单一起供货。”陈小静解
释道，这种模式让价格更透明，客户选择更
多，去年她们联手拿下的绿化订单比往年
增长60%。

团队的凝聚力，始于培训时的“破冰行
动”。首期课程报名遇冷，横栏镇妇联用20
多段语音说服一位学员；发现理论课太枯
燥，立即调整为分组实操，每节课前的大合
唱让姐姐们从“陌生人”变成“战友”。现在
她们组建了12个微信互助群，有人精通短
视频剪辑，有人擅长客服对接，有人专研品
种培育，形成了完整的线上销售链条。

这种蜕变正在改写乡村的社会生态。
当“探花姐姐”们在直播间喊出“花木也有
诗和远方”时，越来越多孩子开始重新认
识家乡：李园满的女儿在作文里写道：“妈

妈的手机不是玩具，是帮花朵找到新家的
魔法棒。”

当数字技术与乡土智慧碰撞，当直播
镜头对准田间地头，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
生机。这里的“探花姐姐”们，既是数字经
济的受益者，更是乡村振兴的共建者——
她们用指尖划过屏幕，却让根须更深地扎
进土地。

“以前觉得‘数字游民’是城里人的
词，现在发现我们守着花田、玩转手机，就
是新时代的‘乡村数字游民’。土地不会
老，只要我们愿意学，流量就能变成滋养
土地的新肥料。”陈小静感慨万分。

现今，不仅有“探花姐姐”，更有越来
越多的“探花郎”开始活跃在这如锦的花
田里，成为乡村数字游民的新力军。

手机成为最得力的“农具”
中山横栏镇一批“乡村数字游民”直播带货探出“新花路”

仲春时节，横栏镇的万亩花田被各色杜鹃、罗汉松、七彩马尾铁染成斑

斓画卷。李园满蹲在花田里，手机支架支在斑驳的树桩上，镜头对准刚修剪

完的盆栽说道：“家人们，看这棵造型罗汉松，叶片油亮得能照见人影，带回

去放客厅，立马添三分雅致……”说话间，直播间里300多个订单正顺着网

络涌来。

这片被誉为“中国花木之乡”的土地上，曾经的农家妇女正经历着一场静

悄悄的蜕变。横栏镇妇联发起的“探花姐姐”培育计划，像一把金钥匙，在“百

千万工程”中打开了传统花农与数字经济的连接通道。陈小静、刘华华、李园

满等一批“乡村数字游民”，正用手机屏幕改写着万亩花田的生产图景——直

播变农活，流量变农资，曾经面朝黄土的“种花娘子”，如今成了玩转短视频的

“云端花匠”。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黄细标

陈小静在拍摄视频。 通讯员供图

第五届神湾菠萝文化旅游月系列活动4月29日开启

“五一”亮点抢“鲜”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