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锅进村“网红”如何变“长红”

□赵伟平

“火锅进村”虽然听起来很新
奇，但作为乡村振兴一种新的打
开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就像
前些年民宿在乡村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很多城市工商资本因为看好
乡村民宿产业，不惜重金投入，打
造一个个精品民宿，这些民宿往往
是红极一时又很快光彩不再，能够
实现持续盈利的是少数。

记者发现，当前正在“进村”的
火锅产业同样也存在重资产投入
的情况。按常理来讲，在乡村经营
火锅，投入应比在城市少，但现实
情况并非如此。花园火锅负责人
李国铖给记者算了笔账，乡村火锅
有自然景观资源，在消费场景打造
上，前期投入相对较少，但在经营
过程中，还需要投钱不断维护自然
景观，以至于搞了 8 年的乡村火
锅，他几乎没赚到钱。

而江津油菜火锅负责人陈
强则比较现实。因为油菜花季节
性很强，他只在油菜开花的时候
营业，用餐场所也是临时搭建，
因此并没有投入过多的资金。一
旦花期过了，他的火锅店也随之
歇业，餐饮用品转到别的店铺使
用。

记者认为，不管是过去的“民
宿进村”、还是当下的“火锅进村”，
或是今后的其他城市产业进村，都
应该学会“轻装上阵”：在景观打
造上多栽种可食可看的果蔬，代
替价值不菲的苗木；在店铺建设
上要就地取材，采用农村常见的
竹木、石板等建材；在食材配送上
要多发动农民就近种植，省去中
间环节的支出……

“火锅进村”，只有学会节约
成本“轻装上阵”，才能真正让火锅
扎根乡村，才能让“进村”变得可持
续，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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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稻田火锅、花园火锅、
油菜火锅、瀑布火锅……

作为打开乡村的一种
全新方式，今年以来，“火锅
进村”不断刷新我们的“朋
友圈”，连续好几个月，排进
了同城话题榜前十名，成为
大家讨论关注的一个热门
话题。

“火锅进村”通过提供
新的消费场景和优质健康
的食材，满足了新的消费
需求。同时，这项产业还
盘活了农村闲置住房，带
动当地农产品销售、解决
当地农民就近务工等，成
为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新
业态。

火锅是重庆极具辨
识度、有全国影响力的产
业，乡村应该如何承接好
这项产业，带动当地的产
业振兴？近日，重庆日报
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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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通城镇通城村“坝坝火锅”。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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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的油菜火锅。
（受访者供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李国铖没有想到，从农村进重庆主
城，在经营了12年的火锅之后，又在2016
年回到农村开火锅店。现在，这家原生态
花园火锅成功“出圈”，成为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地。

“上周末‘六一’儿童节，树林间到处
都是人，要不预订根本就没座。”6月3日
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人民村枣林里花园火
锅店负责人李国铖介绍说，周末及节假
日，他的花园火锅常常是一桌难求，有的
食客还是从其他区县慕名而来，排队也要
吃上一顿乡村火锅。

排队吃火锅的场景，如果出现在城里
并不稀奇，一家乡村店铺能有如此盛况，
却着实耐人寻味。李国铖坚信：“火锅进
村”代表的是一种人与大自然亲近的新型
消费方式，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原生态的消费场景、新鲜
优质的食材——

城里遍地开花的火锅进了村

在枣林里花园火锅——枣树、花卉绿
植等将钢架支起的遮阳棚围住，从外面
看，根本看不出这里在经营火锅，还以为
走进了一处生意盎然的花园。

“这里火锅主要有两种消费场景，一
种是在枣林间的露天火锅，另一种是由农
房改造的室内火锅。”李国铖饶有兴致地
讲起这家花园火锅的由来。

家住北碚区静观镇的李国铖，2004
年来到重庆城区，先后开了5家火锅馆。
随着竞争的加剧，他发现食客对火锅消费
有了不少新需求，比如味道、食材、消费场
景等。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我们在火锅馆
里打造了假山园林景观，但不论怎么装
饰，总觉得不自然。”李国铖说，由于出生
在静观的苗木世家，他从小就对园林的修
剪、装饰很在行，于是便决定把火锅馆

“搬”回乡村经营。2016 年底，一个以
1000多棵枣树等绿植为消费场景的花园
火锅在人民村开业。

由于花园火锅重点展现了乡村独有
的消费场景，很快便一炮走红，成为当地
食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在这里，可以一
边吃火锅，一边享受大自然原生态的景
色，与城里吃火锅相比，这里的心情更放
松，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们宁愿开一个
多小时车，也要到这村里来吃一顿火锅。”
食客赵琴说。

火锅能够开到乡村，除了原生态的消
费场景外，优质新鲜的食材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这一点巫溪县通城镇通城村“坝坝
火锅”店负责人宋祖成深有感触。

“坝坝火锅”地处大巴山腹地，距离巫
溪县城近一小时车程。在不少人看来，在
这里开火锅店，无疑是拿钱打水漂，而在
老宋看来，区位条件的劣势恰好是发展的
优势。“山里植被繁茂，水和土壤污染少，
种植的时令蔬菜绿色新鲜，能满足食客对
优质火锅食材的需要。”

老宋说，店里的时令果蔬，绝大多数
都是当地农民自己种的，他们提前接到火
锅店发去的订单后，当天一早就去采收，
然后再交给火锅店，或由服务员领着客
人，上菜农家的地里采摘，再交由服务员
清洗，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地头直达餐
桌”。

老宋介绍，目前近半数的回头客，都
是冲着新鲜食材来的。同时，他们还把
这种消费方式用手机记录下来，在自媒
体平台晒出，让“坝坝火锅”加速“出圈”，
游客蜂拥而至，一个晚上常常要翻台一
两次。

除了北碚枣林里花园火锅、巫溪“坝
坝火锅”，还涌现了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
的稻田火锅、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的油
菜火锅、巴南区南彭街道鸳鸯村的瀑布
火锅……随着城市消费需求的升级和乡
村环境的不断改善，“火锅进村”已成为巴
渝乡村一种新的消费现象。

季节性消费强、优质食材
不足——

这桌“火锅”还差点“味儿”

“火锅进村”一头连接生产端，一头连
接消费端。宋祖成推出的食材现摘体验
模式，不仅让食客们吃到了优质新鲜的果
蔬，还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难题。

去年五一节“坝坝火锅”店开业后，老
宋经常开摩托车上李常兵家收购农产
品。除保底收购蔬菜外，他也把土鸡、苕
粉、腊肉、干洋芋片、桃子、李子等一起收
购，李常兵再也不用为这些农产品找销路
四处奔波。

在北碚区人民村，村民张永成夫妇将
自家10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租给了李国
铖经营花园火锅店，他们也在火锅店上
班，老两口一个月有6000多元收入。

毫无疑问，“火锅进村”对盘活闲置农
房、带动农产品销售、解决村民务工就业
发挥了作用，但接受记者采访的火锅店经
营者均认为，“火锅进村”要从“网红”变为

“长红”，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2022年，在江津城区负责火锅营销

的陈强与江小白达成合作，利用后者的油
菜花田打造一款油菜火锅。当年3月底，
油菜火锅隆重推出，不出意外地火爆了朋
友圈，前来体验消费的游客接连不断。

“人流量确实大，但苦于花期太短，我
们也想扩大油菜火锅的规模，但一算账，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最后不得不选择放
弃。”回忆起油菜火锅的盛况，陈强至今仍
感到惋惜。

陈强的无奈，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南
北大院稻田火锅负责人李波感同身受，

“我就像只迁徙的鸟，春天、秋天村里景色
怡人，我就在村里经营火锅，冬天、夏天又
回到城里经营火锅。”

“火锅和村里其他产业一样，原来也
是要看天吃饭的。”李波不无幽默地说，由
于季节性强，他的稻田火锅只是“赚了吆
喝”，并没有多少利润。

与他们不同，李国铖面临的苦恼，却
是因为当地优质新鲜食材不足。

在李国铖看来，花园火锅能“出圈”，
最大的卖点除了消费场景外，还与食材品
质好有关。“乡村火锅因为离田间地头近，

可以保证食材从田间地头直达餐桌。另
一方面，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免去了
中间商，成本更低。因而我们更愿意购买
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李国铖说。

然而一份采购数据显示：花园火锅一
天的食材采购支出在7000元左右，而他
们一年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的支出仅
占很小一部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想带动村民一起增收，但一
方面村里的土地有限，另一方面在家的村
民也不多，因此我们只能舍近求远，上城
区农贸市场采购食材。”李国铖说。

增加体验项目、拓展餐饮
业态——

让“火锅进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火锅店经营者面临的问题该如何解
决？

为降低季节性强的影响，北温泉街道
负责人向熙给出的方案是，充分发挥城区
边缘、缙云山下独特资源优势，在人民村、
金刚村全域，打造以“缙云归来”为主题的
生态田园综合体。同时布局“农本传承”
研学体验园区、“百院星落”美食美宿集群
6大产业项目，通过增加引流项目，增大乡
村火锅的人流量。

李波则在稻田增加了农耕体验项目，
比如稻田摸鱼、稻田插秧、挞谷等；宋祖成
在“坝坝火锅”对面，打造了儿童娱乐设施
和山地休闲景观；李国铖将花园火锅的消
费，拓展为以火锅消费为主，烧烤、中餐为
辅的餐饮结构，延长乡村火锅的经营时
间。

针对优质新鲜火锅食材不足的问题，
李国铖的打算是与人民村或是北温泉街
道联合成立“企业+村集体+街道”的强村
公司，利用资金入股方式，与其他村的村
集体，实现“飞地”抱团发展，带动当地村
民订单化种植农产品，实现火锅企业、村
集体、村民三方共赢。

在“火锅进村”这条新赛道，重庆知名
火锅品牌刘一手火锅也在加速进军。他
的想法是，利用自己在火锅界的品牌影响
力，在巴南鸳鸯村打造集火锅优质食材展
示、联农带农的订单农业等，做成一个集
火锅消费体验、场景消费、文化消费等于
一体的乡村火锅品牌。

“‘火锅进村’还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
和环保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重庆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凤太说，要让乡村火锅
从“网红”变“长红”，要处理好火锅企业、
村民和村集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农
户、村集体“抱团发展”，让火锅产业成为
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的稻田火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