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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墩，142亩土地；

10个年轻人，劳作1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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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村里告诉叶顺虎，让他帮忙

协助10位新来的年轻人种地。

叶顺虎年轻时是村里的农业技术员，80 年

代曾去大学进修农业，学成之后回来给村民培

训。重操旧业本是件乐事，却让他在心里泛起

嘀咕：真的还会有年轻人种地吗？

他所在的山联村，年轻人要么读书，要么外

出打工，大多数农三代已经完全脱离靠土地过

活的日子。不止山联村，周边所有的村镇几乎

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在这时，10 位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年轻

人来到了村庄，号称要种出5万斤粮食。

望着他们崭新的羽绒服和雪白的球鞋，叶

顺虎犯了嘀咕，他转头问在一旁的导演杨长岭：

“他们真能把地种好吗？”

杨长岭没有说话，或者说，他也无法预知走

向，但“让年轻人回归土地”的想法早已在他脑

海根深蒂固。

缘起杨长岭和女儿去超市，他发现现在的

小孩对粮食、蔬菜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货架上的

商品。吃着一日三餐，却对生长的土地一无所

知，这或许就是大多数人的现状。

如何能让年轻人们意识到，土地和生活息

息相关？

杨长岭想到了种地。于是，他和团队从北京

到广西，从四川到浙江，在衡量完农作物生长周

期、周围居住环境后，他们最终选择了杭州三墩。

地选完了，紧接着就是选人。

节目组初期还是有些怯的，因为录制周期

是 190 天（一般真人秀只有 25 天），时间成本很

高，收益却是未知。令节目组没想到的是，他们

收到了将近300份简历。

怎么筛？节目组准备了一个问题：你想象

中种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想得很简单，以为跟另一档节目似

的：白天在地里种菜养花，晚上一起弹琴唱歌，

再分享各自人生经历。

“我们把有这种想法的全淘汰了。”杨长岭

说。

有个穿正装上台的年轻人让他印象深刻，

他准备了 PPT。他说他要种稻米、养鸡、做酱

油，最后做一碗属于自己的豉油鸡饭⋯⋯

这个年轻人叫李昊，最后他和陈少熙、何浩

楠、蒋敦豪、李耕耘、鹭卓、王一珩、赵小童、卓

沅、赵一博，组成了“种地十子”。

下地之前，节目组找来了省内有名的农业

专家蔡仁祥、郑文钟给他们补习知识，还让他们

考了拖拉机、收割机等农具驾驶证。

即使准备充分，但到真正要上阵的那刻，杨

长岭的内心还是忐忑的，他告诉大家：“如果想

走，你们可以随时走。”

在叶顺虎看来，这群年轻人的起步并不顺

利。

下地第一天，他们被通知要在 6 天之内收

割完8块水稻田。从早上8点开始，大家就拿着

镰刀马不停蹄地在田里劳作，甚至有人因为不

熟练，用镰刀割开了自己的裤裆。但由于缺乏

经验，8小时过去，仅完成了0.04%的进度。

叶顺虎想去找人来帮忙，却被拦了下来：“一

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干，多试错，才能自己总结。”

很快，叶顺虎发现这群年轻人变了。

记得有一次他回来晚了，发现灯还亮着，走

近一看，几个“泥人”正弯腰收割。见他来了，大

家放下手中的活跟他打招呼，叶顺虎发现，这些

年轻的手长满了茧子和水疱，有的手指磨掉了

一层皮，血肉直翻。

村里的老乡都是见过世面的，看过真人秀

节目，对这群年轻人也是不冷不热。当他们把

收割完的 3 吨水稻运到粮站时，老板问：“就你

们这样割，要割多少天？我们哪有这么多时间

陪你们？”

就连他们去村里借打谷机，村民也要求先

付押金，直言对他们不够相信。

（下转4版）

“现在还有年轻人种地吗”

【观察手记】

大城市有令人着迷的东西。

它为每个人的野心和期待作证，即使

你在其中，会有内耗、孤独和迷茫。

所以，年轻人还是要来，这种前赴后

继，代表着与时代共进的决心。

也有年轻人做出反向选择，他们离开

大城市，回到家乡生活、工作。但这种行

为一次次被放到网络语境之下，被人解读

着所谓的顺境与困境、不甘与自得。

有没有一种可能，离开是为了更好地

回来？

最近，一档名为《种地吧》的综艺正在

爱奇艺热播，10 位在娱乐圈“打工”的年

轻人，来到杭州三墩，在 142 亩的土地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中，有早早成名的乐队主唱，有

参加数个节目仍籍籍无名的选手，有毕业

两年还没找到工作的演员⋯⋯家境各不

相同，处境却殊途同归——用大把的时间

迷茫，在几个瞬间成长。

“土地是不会欺骗你”这句话，在节目

组口口相传，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播了种，绿色的麦苗就会生长；砌了

砖，崭新的房屋就会出现——现在还开始

了经济类作物的种植。

有人称其为“年长版《变形计》”，也有

人称其为“针对年轻群体的三农宣传片”，

微博上相关话题阅读量达 12 亿次，抖音

上播放量超 2 亿次，可以窥见的是，《种地

吧》的爆火，是大众对真人秀煽情卖惨的

厌倦，对回归真实生活的肯定。

可真实生活，仅靠一档真人秀是呈现

不出来的。

在农耕科技化愈发普及的今天，人们

会质疑，鼓励年轻人回去种地是一种莫大

的浪费，而为了追求“呼吸感”离开大城

市，则意味着彻底放弃了竞争。就如同这

10 个年轻人，未来不可能把种地当成终

身志向，他们终将回到自己未竟的事业。

但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未尝不给我们提供

了新的解题思路。

近日，“中传硕士曾在火锅店当保

洁”、“24 岁女生大学毕业养猪”等新闻冲

上热搜，并引发网友关于年轻人择业观的

广泛讨论。2023 届高校毕业生的规模预

计要达到 1158 万，同比增长了 82 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先就业再择

业”；有人提出，毕业生除了考公考研，还

可以去基层发挥所长，让青春之花绽放在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多次走进三墩，走

进录制现场，去倾听这群年轻人。这段特殊

的经历让他们心境开阔，甚至好像拥有了解

决一切问题的能量——在土地中，寻找到完

整、充实、自我主宰又充满力量的生活。

《种地吧》之后，相信会有各种同类型

的节目出来，也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探

寻土地和生活的真理。

无论这些年轻人未来在哪里，希望十

年后翻看自己在田间地头意气风发的照

片时，还是那个自在而充满生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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