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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伶俐“种地”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耕种。当初回到村里时，她
向同为农业经理人的父亲提出一个
条件，要买插秧机种地。尽管因为
经验不足，买到的4台插秧机中有1
台是坏的，但种植过程还是让乡亲
们看到了机械化的高效。

自那以后，合作社的农业机械
化之路走得越来越顺了。在她的推
动下，合作社陆续购买了各种农
机，筹建了烘储中心，管理着多家
合作社，共计6500亩耕地。她还引
进大田北斗系统，将北斗导航系统
安装到了插秧机上，让插秧机实现
了精准作业。

王伶俐对记者说：“种地这件
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踏踏
实实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慢慢
地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无形之
间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

刚上岗不久的“95后”农业经
理人李智琪体会到了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份成就感。

去年，河北省保定市面向全国
首次公开招聘1000名农业经理人。
作为河北农业大学农艺与种业硕士
毕业生，李智琪很想在家乡用所学
知识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来到工作岗位上，他可以随时
去辖区农户种植地了解情况。在得
知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王金开想
进一步扩大规模后，他支招“新建
基质栽培大棚”。

“基质栽培属于无土栽培的一
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成本低、效
果好，以后不管是搞采摘还是直接销
售水果，都更有优势。”让他高兴的
是，他的建议得到了认可。李智琪想
着，还要帮忙制定一份更详细的扩产
计划，让新大棚早日建起来。

现代乡村的打开方式远不止如
此。在“90后”山东女生肖萃看来，农
业经理人进入一座乡村工作，“就像
开启了新盲盒，再一步步去探索”。

肖萃曾经是旅游行业从业者，
去年2月，她通过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统一招聘成为中桥村的乡村

CEO。在这里，她开起了乡村旅游
业的“盲盒”。

中桥村以前是个靠挖矿为生的
“石头村”，几年前，村庄以“江南
慢村”的新形象摇身变为浙江3A级
景区。经过大半年时间的摸底，肖
萃发现，“乡村旅游做得早，但发展
没有跟上”。

她负责起了整个村子的旅游业
运营。实际上，村子里有约24家民
宿农家乐，用餐选择更多，既有泰
式火锅、韩式料理，还有西餐和普
通的农家饭等，“基础业态很丰富，
但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游客量”。

肖萃结合端午节、儿童节、母
亲节、国庆节等节假日，策划了一
系列免费活动，“希望将游客吸引到
村里，打开‘江南慢村’更广的知
名度”。肖萃还盘算着，未来要把村
里的闲置房屋等再次激活，招商引
入新业态。让她高兴的是，去年余
杭区向他们推荐了植物工厂项目，

“已经初步完成签约，期待明年能与
游客见面”。

“90后”乡村CEO
小时候，王伶俐的爸爸对她说，“你不认真读书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去种地”。等到她大学快毕业时，爸爸反而说“农村现在发展得特别好”，还提前

通知了全村人“女儿要回来种地了”。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杨柳合作社农业经理人王伶俐返乡“种地”已经是第八年。在她的手中，农业耕种变得更加机械化、智能化了：引入了让农机耕

作数据实现“一手掌握”的专业软件，运营起了“天府粮仓”智能育秧中心。
在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上英村，乡村CEO庄园说，想把村子里的好东西带给大家，更要讲一讲上英村的故事，“想好好推销一下香榧，香榧卖完

了卖茶叶，茶叶卖完了卖高山蔬菜，再卖梅干菜”。
在她和团队的规划设计下，周边很多村子的爱心食堂成了大中小学学生们的志愿服务基地，走上田间地头，这里又成了学生们的研学基地……
虽然助农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农业经理人。这是2019年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的新职业之一，也被形象地称为“乡

村CEO”“家庭农场主”或“农业经纪人”。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经理人的出现，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繁荣景象。当越来越多“90后”加入，传统的乡村“解锁”了N种不同

的打开方式。

如何融入村庄文化
王伶俐还记得，几年前她在合

作社提出，要与一家农业公司尝试
进行“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时，她
的父亲拍着桌子反对。

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在于，父亲
认为农户的分红要按照“老规矩”
及时发放，如果与公司合作，公司
财务流程长，分红时效明显有影
响。可王伶俐认为，既然能够为农
户带来增收，那分红款项等一等又
何妨？

为了推广新型农业产销模式，
在王伶俐的劝说下，父亲和合作的
农业公司各退了一步。“向公司提出
了农户可接受的最晚放款时间，父
亲也同意了接受新模式。”王伶俐坦
言，这样的工作摩擦数不胜数。

“传统观念已经流传了这么多
年，去改变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在
王伶俐看来，最难的就是刚工作的
那几年，“会被认为女孩子很娇
弱，两代人之间还有理念的不同，
哭鼻子是肯定哭过的，但坚持了下
来就能够掌握工作方法，现在越来
越顺了”。

“你如果年轻，你会种地吗？”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王伶俐心中，让
她感慨颇多。她觉得，年轻人如果
愿意回到乡村，首先要好好学习传
统农业技术，再用年轻人喜欢的现
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现代农机技术等
进行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农业
现代化。

这些年，王伶俐也会经常参加
市里组织的各种培训，将新型农机
产品和新技术带回合作社。让她更
加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
入了农业经理人的队伍中，“这两
年来到我们合作社的‘95后’就
有3人”。

尽管乡村的舞台广阔，可登台
的年轻人依旧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

“坎”。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副处长、研究员高鸣提到，年轻的
农业经理人既要做好农业生产资
料、销售渠道、风险分析、产品定
位等一系列的规划和分析，又要协
调好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要掌握
政府相关政策，“同时具备这三方
面的能力，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他建议，农村是典型的人情社
会，外来人员难免出现“水土不
服”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外来人才
留不住的问题，“应当着重引导本
地人加入农业经理人队伍，激发他
们回报桑梓的乡土情怀”。

来源：中青报·中青网

全村几代人的“土零嘴”番薯瘪、
诸暨大米、果冻橙“红美人”、香榧
……在庄园的镜头中，不仅有当地特
产，也有许多可爱的上英村村民。她
还“捧红”了自己的直播带货“搭
子”——“抠门书记”赵坚均。

2014 年大学毕业后，庄园成为
诸暨市农业农村局的一名“编外”人
员，经常背着相机上山下村拍摄短视
频，走遍了诸暨大大小小的村落。

“转正”成为上英村乡村CEO，
庄园在村子里住了下来，还成立了强
村公司，组建了团队。她告诉记者，传
统乡村在新媒体时代也需要 IP，如

“上英村微笑村长”“上英村美美主
任”等。“我们想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村
庄赋能，为产业赋能，让社会看到一
群年轻人正在乡村‘造梦’。”

结合当地特色，庄园和团队还为
周边不同村庄解锁了多条“青枫志
愿”研学之旅。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
青少年、亲子家庭可以参与在不同村
子里的爱心食堂做帮厨、为老人送
餐、表演节目等志愿服务，还可以到
村里的水果、花卉、中草药等基地，了
解更多专业知识。

“团队已经开发了20多条研学
线路，特别受亲子家庭的喜爱。”庄园
介绍说，现在每周都会开放一两条线

路，青少年和亲子家庭的到来也会带
来农户的增收，“借此机会，村委和村
民还可以把村庄的故事讲出去”。近
3年，她和她的团队为300多家农业
合作社和一大批农户助销滞销农副
产品共计6000多万元。

江西赣州寻乌三二五村的百香
果，在“90后”乡村CEO王静手中插
上了一双翅膀，上了“云”，开启了云
认养的新模式。

“认养的用户不仅可以自己陪伴
百香果的成长，还可以将自己认购的
百香果作为电子礼物，赠送给朋友。”
在王静看来，这样的社交玩法，就不
仅仅是单纯的购物，而具有了创意伴
手礼的属性。

事实上，从三二五村走出到广东
深圳从事跨境电商和直播带货运营
多年，王静也有一个埋在心中的电商
助农愿望。

十几年前，寻乌几乎家家户户种
植脐橙，王静家也不例外。父母辛辛
苦苦劳作，脐橙丰收时却无法在收购
商那里得到好的销售价格。她想着，
能否通过电商把家乡的农副产品销
往全国，卖到一个好价格？

无奈的是，几年前当地黄龙病的
暴发使得脐橙种植产业几乎“腰斩”，
她的想法也就此停住了。这两年，村

里来了挂职第一书记，百香果产业发
展了起来，她在号召下返回了三二五
村，负责三二五村创新业态的探索与
经营，还重拾了自己的梦想。

不过，村子里的百香果基地在寻
乌都排不上名次，又该怎样“破圈”？
去年5月，她成为“中国农大-腾讯为
村乡村CEO培养计划”二期的学员，
在这里，她了解到了“为村共富农场”
云认养技术。

很快，“云认养寻乌百香果”的活
动上线了。王静告诉记者，有了云认
养的技术加持，当地农户的对种植也
更加上心了。在为期3个月的认养周
期中，不仅使百香果卖到了国内28
个省份，三二五村的品牌知名度也大
幅提升。

更有趣的是，一些认养百香果的
人等不及果实成熟，专程跑到种植基
地来查看。这又给她带来了新思路，

“有了人气，有了客流，就有了更好的
发展条件”。

王静规划着，能否在种植基地的
山脚下建立农家乐，让来到村子的人
既能体验农活又能品尝客家美食，还
能增加乡村收入？她介绍说，如今这
片全新的农家乐和配套的体验基地
已经基本建成，“未来的活动会越来
越丰富”。

传统变现代，去乡村开“盲盒”

一群年轻人在乡村“造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