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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仅容一辆车的小道，来到奉
贤区金汇镇新强村金建5组，黄英站
在农场口，为记者一行引路。黝黑泛
红的脸上，透着祖辈的印记。

入口处的广场上，撒了一地金灿
灿的小麦。黄英站在起着脚印的小
麦中央，抡起靶子，把小麦翻动起来。

不远处是绿油油的水稻。午后
的“放风时间”，六七头山羊欢快地跑
出来，傍着水稻地吃草，又追逐嬉
戏。传统的水稻地如何和小龙虾“和
平相处”，互为依存，让人心生好奇。
黄英悠悠地介绍自己这一突发奇想
的“混搭种植法”。原来，深水沟里，
是今年她新饲养的龙虾。

水稻地分成插秧式的和播撒式
的两种。滩涂地上的水稻种苗日夜
长成，稍过时日，被关在一隅的水稻
鸭们将开笼脱缰，撒开腿在水稻上觅
食微生物，有了鸭子的助力，这片稻
田上将少撒许多农药，减少病虫害，
而它们的排泄物将滋润这片土地，能
少施不少化肥。

2005年，她从上海行政管理学院
毕业，进入一家公司当起了文员，走

的是和同学一样的“寻常路”。
三年后，曾是村里的农机手的父

亲承包了200多亩地。眼看着父亲
短期内暴瘦了30多斤，女儿黄英心
疼不已。一天，她去探望老父亲，惊
觉其成了“白眉先生”，原来父亲在种
地现场搭了一个三四平米的尼龙棚，
下面是肥料，上面则铺了席子和棉
絮。一到下雨天，棚里都是水。冬天
结霜后，他的眉毛和头发上结满了白
霜。

“你不要做了。我来！”接过“农
一代”的接力棒，黄英感到了从未有
过的苦与累。2008年那一年，家里
的水稻烂了六七吨。绝望至极的她
选择了重当小白领。

终究逃不过责任。一年不到，她
又回归这片田地。最苦最累时，为了
减少人工支出，她双肩挑起100多斤
的肥料。老公跟她打赌挑不动。黄
英撇了撇嘴，“我不扛，就是我父亲
扛。”

7年过去了，黄家的田地从200
多亩变成了近300亩，成为村里唯一
的一家家庭农场。

集销售、技术、研发于一身 大学生回归田头开发生态农业

刻上祖辈印记的他们不走寻常路
退休后当一个快乐的农场主，是很多城市人的梦想。对于世代务农的黄英来说，这是一个“梦中梦”。
初夏的午后，阳光火辣辣的刺眼，黝黑的80后农场主黄英和她的水稻鸭、小羊、水稻、小麦在那里，构成一道

独特的风景。
在相隔黄英所在的农场10分钟车程的果蔬园里，她的好友、孙鹏孙昆兄弟俩正在微信上销售新品种水果玉米。
和父辈们陈旧的种植模式不同，新一代80后90后农二代不再是单一的农民，他们集销售经理、技术总管、运

营总监、研发专家于一身。但他们同时又反对滥用农药，希望回归传统的生态农业。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种粮食不容易赚钱，前几年靠着
国家补贴，很多农户追求量产。但黄
英却独辟蹊径。为了保持收支平衡，
她开始增加田地的附加值。除了卖
大米，还卖米糠，出售鸡鸭等农副产
品。“我们讲究的是稻鸭共存，后期一
打农药鸭子会死，鸭子在田地上跑还
会把稻谷弄折，因此，少打农药的生
态大米产量比普通的大米少了一半，
但价格要贵很多。”

面对高出市场价一大截的大米，
有的客户不免要生疑，你标榜自己是
生态的有何证据，有顶真者还实地考
察。

“现在人与人间的信任度在降
低，做生态农业，首先要做的是形
成科普，让大家对此形成共识。”黄
英以散养的鸡蛋为例，有人质疑

“你的鸡蛋白乎乎的，人家是红的，
所以你的鸡蛋不是散养的。”对于
五谷不识的客户，黄英只能耐心解
释，吃稻谷的鸡鸭产出的蛋是白乎
乎的。

这样的疑惑孙鹏和孙昆同样遇
到过。在孙鹏看来，当地草莓采摘园
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特色。“我希
望将来把采摘园做成草莓主题园，让
市民学到关于草莓种植的常识，了解
草莓的生产习性。很多人希望吃大
草莓，逼着农户不得不打膨大剂，这
是恶性循环。”

“原来的农民都农转非了，我和
我弟弟等极少数的人是农村户口，是
理论意义上的末代农民。这也是我
们末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名字的
由来。”孙鹏的观点是必须要走生态

农业，以后农民也将变成一种新职
业。

在受邀参加职业农民培训时，他
邂逅了黄英。结伴回去的路上，两人
讨论得热火朝天，“传统和现代农业
有何区别？传统是否不好？”最后，两
人得出的结论是：生态农业就是回归
传统农业。但现代农业已经不可能
回到完全没有农药的时代，有社会责
任感的“农二代”要做的是专业合理
地用药。

“传统的种、卖 easy 模式已经
out了。职业农民的要求一点都不
低，我们既要懂得种地，还要懂销售、
营销、网络、外语（接待外国客户），还
要读懂国家政策。相比专家的理论
派，我们是实际在卖农产品的第一线
农民，需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孙鹏
说。

因为秉持一样的观点，黄英和草
莓兄弟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两
人也在思考，是否可以把资源整合起
来，探寻跨界合作，搭建一个新的销
售平台。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几年，黄英
父女俩决心保持生产无公害农产品
（大米），严格规范操作，受到了消费
者的欢迎。明年，女儿还准备接替家
庭农场主的位子，由其父“土专家”做
后盾，“农二代”做前锋。

而孙鹏也经受住了外界各种异
样眼神的考验。老同学问他在干吗，
他已能坦然回答，“种地。”有人赞叹，
觉得他有眼光。有人不理解大学生
为何会下田地。还有人也想跟风，但
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梦想 兄弟俩打算复兴“草莓之乡”

思考 生态农业就是回归传统农业

1988年出生的孙鹏和1990年出
生的孙昆兄弟俩是奉贤区最年轻的
职业农民。哥哥学的是工程管理，曾
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过四年。弟弟
当过世博兵，曾在一家健康企业做售
后。两人都属于“半路出家”。

兄弟俩所在的镇曾是当地有名
的“草莓之乡”，在孙鹏记忆中，小时
候当地家家户户种草莓。但在父辈
时当地的种植业趋于没落。“正式辞
职前，我们做了前期调研，发现以前
的销售模式是农户将草莓放在铁盒
里，摆渡到十六铺码头，再坐公交到
五角场、提篮桥去卖。这种模式因
为不符合市场经济，渐渐无人问津
了。”

孙鹏不想一辈子为人打工，想开
创自己的事业。在前期调研中，他看
到了家乡的许多土地被破坏，堆满了
各种垃圾，肥力严重透支，滥用化肥、
农药，破坏了生态平衡。看着家乡的
土地被肆意毁坏，孙鹏想要自己回来
种地，保护原本美丽的家乡，复兴草
莓种植。

和家里吐露了这一想法后，谁知
家里人除了弟弟和爸爸外一律投了
反对票。理由是当农民不体面、不赚
钱，又苦又累。

“一意孤行”的孙鹏开始在网上
找攻略，无意中发现了最新的草莓种
植技术，他赴农科院求教草莓研究专
家高清华，一开始对方觉得他是普通
的农民，但几句话一聊竟分外投机，
更加坚定了孙鹏种植草莓的信心。
在种植过程中，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的
帮助，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沈宝昌经常
到地里为这位年轻人传授种植经验，
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高级农
艺师李婉英、李丹更是耐心为其指导
水果玉米的套种技术，为草莓园增加

盈利点。在他的带动下，弟弟孙昆也
加入进来，成为一对草莓兄弟。

以前种草莓用的是小环棚栽培
技术，现在则采用大棚栽培技术与水
肥一体化管理模式。方法对了，他又
引进了红颜、章姬、久香、申阳等几大
新品种。因为苗的品质好，这几年，
附近农户的苗生病的很多，草莓死了
一大半。他的则相对好很多。

草莓和人一样也会“生病”，兄弟
俩同样碰到了用药问题，孙鹏采取的
方式是先观察其他农户用什么药。
然后到“三级甲等医院”问诊，即和农
科院的高老师联系，拍照片，发
Email，让对方对症下药。

“老一辈的观念是种草莓必须要
打药。我家的草莓今年开花结果后，
一直没有打农药，损失惨重，所以产
量只有别人的一半。”继一意孤行后，
孙鹏兄弟俩再次选择了特立独行，注
重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兄弟俩不
做批发，每周两人开着面包车去送
货，或吸引市民来采摘。“我们也不是
完全不用药。种苗前期需要打，后期
不打。像我们这样的农户很少。如
果走批发是不可能不打药的。”

不久，草莓兄弟的产品还进驻了
大众点评、美团、糯米，两人还做了微
信公众平台，接订单，管理客户。

“很多人说现在当农民很赚钱。
我们去年投资了30多万，去年销售
额20多万，还没有达到盈利。今后，
我们会考虑多元化经营，发展旅游农
业，不只是卖草莓，还要增加田地的
附加值。”孙鹏说。

草莓下市后，草莓兄弟又种起了
区农技推广中心推荐的一个国外的新
品种——可以生吃的水果玉米（鲜食
玉米），这种玉米比较甜，没有渣，在市
面上不是很常见，受到市场好评。

成就 7年间将200亩田变为300亩

黄英站在田间。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