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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金华 赵凯斐 本报记者 庾康 文
本报记者 张筠 赵亚玲 摄

职业名衔多了用“/”区分，让“斜杠”成了
一身多职的代名词。时下，在苏州市吴江区
震泽镇，“斜杠村民”也越来越多——原来种
田的大娘，到村头的咖啡店打工，娴熟地拉出
咖啡花，不比城里咖啡店差；世代务农的大
伯，成为蚕桑园的“田管家”。

在震泽镇长漾湿地片区，依托一二三产
融合的农文旅新业态，越来越多的新村民在
咖啡店、蓝莓园、卡丁车乐园等新业态打
工。据不完全统计，震泽长漾湿地片区众安
桥、齐心、金星等村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苏
小花田园咖啡吧、齐心乡邻中心等新业态
里，390多名“斜杠村民”乐呵呵地干着和原
来不同的活计。

68岁的徐金妹是众安桥村人，白天在村
里的柴米多自然教育中心上班，她拉出的咖
啡花，城里人直夸漂亮。晚上下了班，再到旁
边的月圆饭店兼职，足不出村，一年收入五六
万元。

51岁的周蓉，在“五亩田”民宿当管家。
她家就住在“五亩田”后面。客人一声呼唤，
随叫随到。问起薪酬，周阿姨笑眯眯伸出四
根手指，捂着嘴笑。看得出，周阿姨对这份工
作非常满意，在家门口上班挣钱，还不耽误照
顾家庭接送孙子。

68岁的吴小羊和67岁的周勤娥是三扇
村村民，夫妻俩都是太湖雪蚕桑文化园的员
工，小羊伯伯摇身一变成为蚕桑园的“田管
家”，周阿姨是育蚕课堂给孩子们讲述蚕宝宝
故事的老师。小羊伯伯夫妻俩除了在“太湖
雪”打工，还承包了300亩稻田，家庭年收入
达20多万元。

新业态催生了大批的“斜杠村民”。齐心
村副书记宋华峰说，他们村里就没有吃闲饭的
人，农忙时节到合作社打零工，一天有100元
收入。村里成立稻虾共作田园综合体后，同一
块田里，5-6月龙虾上市，7月份开始种植水
稻，大家忙得不亦乐乎。2022年端午节，村里
举办了龙虾节，游客们来到村里钓龙虾，吃农
家乐，住民宿。游客多了，收入也多了。村民
们高兴地说：“过年都没这么热闹！”

2021年底，吴江首个国家级室外卡丁车
赛道落户震泽长漾湿地公园，试营业期间就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赛车爱好者。当然，一批

“斜杠村民”又上岗了。“卡丁车”乐园总经理
岳占彬来自上海，问其为何选择在震泽创业，
他说就是因为看好震泽是长三角核心区，未
来整个震泽长漾湿地的发展空间巨大，“体
育+文旅”所带来的叠加效应，将成为撬动经
济转型的新杠杆。

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高兴地介绍，乡村振
兴的根本宗旨是让群众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
活，震泽镇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努力，在有风景
的地方培育新经济，长漾湿地片区的农文旅融
合提高到新的水平，田园乡村旅游的内涵越来
越丰富，涵盖食、住、游、学、购、娱各个领域，新
业态盘活了经济，更多的村民在这里捧上全新
的、收入更高的饭碗，幸福感不断上升。

这里这里，，

““斜杠村民斜杠村民””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餐厅经理】
做导游培养的好性格

让谭冰做起餐饮也顺风顺
水，虽说有疫情，但她挖掘
世界杯潜力，苏小花田园
咖啡吧近期的营业额比去
年同期还增长了30%。

【【茶馆老板茶馆老板】】““我斜杠里可都是美美的职业我斜杠里可都是美美的职业。。””朱小球是位珠宝设计师朱小球是位珠宝设计师，，在家门口开了家带餐食服务的茶馆在家门口开了家带餐食服务的茶馆，，生活过得格外雅致生活过得格外雅致、、幸福幸福。。

【咖啡师】 震泽柴米多自然教育中心，“网红斜杠阿
姨”徐金妹。经常带学生游学的她，咖啡拉花是一绝，还是
村里的种田能手。

【民宿管理】网络接单，客房保洁，餐饮服务，还能做旅
游向导，周蓉一个人就把远近闻名的五亩田民宿给运营得
井井有条。

【田管家】桑蚕文化园内的数

十亩特色农田+300亩稻田，吴小羊

把不同种类的“田”安排得妥妥帖

帖，年收入20多万元。

【【斜杠阿姨团
斜杠阿姨团】】当地蚕丝被厂有很

当地蚕丝被厂有很
多多““斜杠阿姨斜杠阿姨””，，画面中的这几位每人至

画面中的这几位每人至
少有一个少有一个““斜杠斜杠””，，多的有三四个

多的有三四个。。

▲【小火车司机】朱火特别享受带游
客欣赏家乡时的喜悦，齐心村的网红小火
车火了以后，他把小火车司机这个职业调
到了他所有“斜杠”的第一个。

【职业经理人】儿子近期大婚，团队业绩稳定。由农民升级为蚕文化推广团队的经理后，金晓春每天都很充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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