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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乡村经济的流动市场

仲夏时节的一天，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湾水镇翁当村村民杨昌兰，在
朝霞的映照下不时弯腰采摘地
里的白菜，不一会，身旁的铁质
菜篓就装得满满当当。一切准
备就绪，她赶到火车站去找一
位 老 朋 友 ——5640/5639 次

“慢火车”列车长胡贵川。
杨昌兰介绍，翁当村是苗

岭深处的一个小村子，大部分
村民都是苗族和侗族，平时靠
种蔬菜、养稻田鱼为生。他们
外出卖菜的主要途径，就是这
趟每天都会从村旁经过的
5640/5639次“慢火车”。

据悉，该趟列车从贵州省
贵阳市开赴铜仁市玉屏侗族自
治县时编号为“5640”，返程则
为“5639”。中午 11时 20分，
5639次列车缓缓驶进加劳站，
村民们背筐挎篓上车。杨昌兰
挑起菜筐顺势挤上车，长年累
月的乘车经验，让她轻车熟路
找到了常坐的位置，而老朋友
胡贵川也总能在这儿找到她。

胡贵川是诸多村民的老朋
友，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他解释说：“我们这趟车很
早就是‘卖菜专列’了，这么多
年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好多
村民隔些天就能见到，慢慢便
熟悉起来。”

聊天间隙，胡贵川看到挑
菜的老乡，会习惯性蹲下帮着
堆菜搭话。“一是为了解今天蔬
菜瓜果新鲜度，二是帮大家把
这些蔬菜瓜果的产量和销量作
登记。我们专门准备了电子
秤、塑料袋和零钱，方便他们在
车上卖菜。”他说。

杨昌兰之所以今天要找胡
贵川，是因为最近她的白菜不
好卖。“听说种子也有好坏、分
品种，我就想到了见多识广的
胡车长，并约定今天在列车上
商量怎么解决。”杨昌兰操着并
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此外，

我还想去凯里市买点谷子、豇
豆和包谷种子，但不知道哪里
有卖，所以都想听听胡车长的
意见。”胡贵川了解了老人的想
法后，当即表示次日休班后就
去凯里市找她，陪着一起到种
子市场采购。

次日中午，5639次列车停
靠在凯里站，胡贵川按照约定
到凯里老街与杨昌兰汇合。胡
贵川上午就问询到凯里当地一
家规模较大的种子售卖市场，

“听说很多大厂家都在这里定
点销售，品质可靠。”他说。

在胡贵川的努力搭线下，
一位种子店老板了解到山区苗
乡村民不容易，很乐意帮助杨
昌兰。“你不要担心，这个种子
品种不错，只要好好培育，就能
获得不错的收成。而且您这么
大年纪了，不用每次都挑出来
卖，之后我们可以上门收。”这
位老板说。一包种子下地可以
收获1500公斤农作物，杨昌兰
共买了7包，每包比市场价便
宜近6元，加上商家打包全收
的增值服务，小半年就能有近2
万元的收入。

“我和我们车队的同事都
会利用休班时间，去了解村民
们的困难，然后尽力帮他们解
决。看到他们日子越来越好，
我就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胡
贵川笑着说道。

文旅融合的非遗舞台

胡贵川长期与沿线村民打
交道，助力村民销售农产品，这
使他有了个与众不同的称号
——带货列车长。他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列车上特意设立
菜价一览表，目的就是为了方
便村民卖菜时作定价参考。“如
果村民有需要，我们所有列车
工作人员都会帮助大家联系商
家，因为只有销路畅通了，才能
助力这些偏远山村村民早日实
现致富梦。”他说。

为进一步满足村民需求，
近年来，5640/5639 次“慢火
车”开设了新春年货铺，许多苗

族和侗族老乡在列车上销售年
货时，还会载歌载舞，场面非常
热闹。“一些乘客在欣赏完歌舞
后产生浓郁兴趣，提出要深入
乡村旅游、购物，这等于又间接
助力拉动乡村文旅发展。”胡贵
川说。

今年以来，“慢火车”乡村
旅游推广者的名声越发响亮。
许多乘客因为这趟火车转变成
为游客，利用暑假带着孩子去
隐藏在山间的美丽村寨，感受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自然
风光。大家不仅可以品尝到地
道的农家美食，还能体验到独
特的民族节庆活动，享受乡村
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除了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
加速器，“慢火车”还是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在非遗展示车
厢内，苗绣、侗绣、银饰、瑶浴等
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手工艺品
得到了展示。这些精美的手工
艺品和独特的民族技艺不仅让
乘客们大饱眼福，也激发了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经
常有乘客跟列车工作人员咨
询，诸多手工艺品出自哪？背
后有哪些故事？当胡贵川和列
车员开始讲解时，5640/5639
次“慢火车”又成为传统文化普
及大课堂，既丰富了乘客的旅
途文化生活，也为当地非遗传
承作出贡献。

村村交流的暖心使者

据了解，5640/5639次“慢
火车”最开始是沿线村民接送
孩子上学和购买生活物资的主
要交通工具。随着之后越来越
多村民在车上开展农特产品
交易，“慢火车”多了“流动乡
村市场”的职能。2017年，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对“慢
火车”进行更新改造，其“交通
运输、乡村贸易、文化展示”等
功能逐年完善。2018 年起，

“慢火车”列车工作人员开始利
用休班时间帮助老百姓收集沿
线城市的蔬菜瓜果价格信息，
助力让老百姓的农产品尽可能

卖个好价钱。
乘坐并见证这列火车运行

20多年的菜农余老先生对“慢
火车”有着很深的情感，他曾跟
列车工作人员感慨地说道，靠
着这趟“慢火车”，沿线许多村
民不仅收入得到提高，还感受
到社会的关爱与尊重。

“慢火车”推动乡村经济发
展的现象引起专家学者注意，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设计院
农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王
学德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慢火车”不仅为偏
远乡村的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
的交通便利与生活改善，其背
后蕴含的灵活、接地气的运营
模式，更为其他企业探索如何
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新思路与启示。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现代

社会背景下，企业投身于偏远
乡村地区的发展，切忌急功近
利、盲目追求速成。”王学德说，

“相反，应当深刻尊重当地需求
和了解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
为村民们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多样化的机会。只有保
持耐心与定力，才能持之以恒
推动乡村经济的全面繁荣与可
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区域
整体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共生。
这一过程中，‘慢火车’的成功
案例无疑是一个生动而有力的
证明。政府应该激励更多社会
力量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过程中，不断创新思维，探索新
的路径和方式。”

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一列车次为5640/5639的绿皮“慢火车”缓

缓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一开行就是27年。在这列“慢火车”上汇聚

了沿途各村寨的优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商家和旅客可以直接在列

车上讨价还价、开展交易。节假日期间，全国各地更是有不少游客专

程前来打卡。

行程337公里、单程运行7小时4分的5640/5639次“慢火车”隶

属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客运段，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

带，沿途有上百个苗乡侗寨通过这条线路串联而起。线路两端分别

为贵州省贵阳市与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中间共有16个站点。

多家媒体报道时提到，这趟“慢火车”以一种近乎于“逆行”的方

式，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群众生活带来新的改善。日前，中

国城市报记者登上这列被称为“穿越时光”的特殊火车，了解其如何

拉动区域乡村经济加速“奔跑”。

5640/5639次列车穿行在苗岭大山中。沈向全摄

5640/5639次列车停靠加劳站，村民们排队有序上车。沈向全摄

5640/5639次列车长胡贵川尝试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帮助

老乡们带货，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沈向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