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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迎风起舞

姜晓玉的家乡在陕西省宝鸡市

陇县的一个偏远山村，    年，她

以陇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两地经济水

平、家庭收入的落差，使她不得不在

开学第二周便开启了都市中“野蛮

生长”模式。扫街发传单、上门当家

教、商场做促销、码字赚稿费，白天

上课，晚上打工，忙碌到凌晨是家常

便饭。

“社会课堂”里的风景并不旖

旎，她以大山女儿般的坚韧，为生活

奔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残酷而真实的锤炼，让她早早

练就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年，还在读大二的她果断抓住新媒

体风口，组建了校园新媒体创业团

队，利用自己的写作特长，“接单”了

近    个品牌的宣传营销业务，为

她今后的创业掘得了“第一桶金”。

    年，姜晓玉正读大三，回

到家乡过暑假，此时的家乡已经与

往常的平静和闭塞有些不同了，乡

村振兴的热潮，正如星星之火，燎动

着无限生机。

家乡盛产蜂蜜，晓玉从小就看

着父亲跟蜜蜂打交道，那一汪记忆

中的清甜，曾在无数夜晚温暖着远

离家乡的她。彼时正值公众号火热

发展的时期，她将父亲养蜂的故事、

乡村生活的趣事写成文字，点点滴

滴记录在自己的公众号，没想到的

是，这些文字竟然火了……一天之

内，她的粉丝量蹭蹭上涨，不少人向

她询问哪儿能买到“文中的蜂蜜”。

在上海求学的经历让她觉察

到，“繁华都市与乡村之间仍然存在

着巨大的鸿沟，这种差距，除了经济

上的，更有观念上与行动上的。家乡

的蜂蜜在销售、品牌方面尚未有明

显意识，产品卖相和包装不是很好，

质量检测和商标注册等流程也并不

完善。有些蜂农甚至还在用最传统

的赶集方式售卖产品。”

整个暑假，姜晓玉奔走在田间

地头，穿梭于林间山野，而这一次，

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一心想走出大

山的女孩，而是萌生了助农营销、带

动家乡农产品销售的想法，她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山那边的读者”

读懂乡村的美丽，让“山这边的乡

亲”得到更多的机会。

刚接触商业环境一年的姜晓

玉，或许仍懵懂于一个大时代的风

口，但她却坚决地再次抓住了机遇

抛来的橄榄枝。

“山不过来，我便过去”

得益于乡村振兴政策的扶持，

在当时驻村第一书记的支持下，依

靠之前新媒体创业积累的品牌营销

经验，姜晓玉回到上海后，组织了一

批志愿者，精心打造了“遇农”新媒

体助农项目，致力于讲好乡村故事，

打造乡村和城市的文化产业链。

“不卖惨，不夸张，诉说真实的美

好”。从自己最熟悉的蜂蜜出发，姜晓

玉带领团队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故

事”营销方式，挖掘农产品当地的文

化与历史资源，让更多消费者沉浸式

地走入她的家乡，被文化与风景吸

引，也爱上了天然美味的蜂蜜。“我们

写当地祖辈传承的养蜂传统、写养蜂

人背后的情感牵绊、写一滴蜂蜜的产

出需要的过程和条件……第一个故

事发出去就卖出去了     多斤蜂

蜜，现在回想起来，那算是我们最早

的‘带货’吧。”

晓玉与团队设计了蜂蜜的华师

大联名文创包装，并邀请专业摄影

师前往蜂场拍摄了宣传图，随后带

着焕然一新的产品来到校园进行推

广，带着“校园”与“乡村”两层含义

的蜂蜜小礼品精致小巧，在开学活

动中被一抢而空。此后的几个月，晓

玉和团队又走入周边社区，陆续与

甜品店、烤肉店、酒吧等实体店达成

线下合作，推出以蜂蜜为原材料的

甜点；她们还根据当时的流行语，在

校园推出定制版“土味情话”蜂蜜礼

盒，也深受大学生欢迎。

此后，助农项目吸引了更多热心

公益、关注乡村的同学加入，成员覆

盖了中文、美术、法律、编导、经济、会

计等多门专业，大家从各自的专业优

势出发，为“遇农”项目的完善添砖加

瓦。年轻的团队、飞扬的青春、源源不

断的创意，让姜晓玉再次感到乡村振

兴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年，晓玉成为“陇县五宝”

代言人，先后为当地的香菇、核桃、石

板豆腐、木耳等农产品做品牌包装和

市场营销。    年在当地工信局领导

的支持下，策划了“讲好乡村故事，我

为家乡农产品代言”的“双十一”直播

活动，吸引众多在校大学生参与电商

活动，为家乡代言带货。

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三农服务

商多为大型农户做品牌策划业务，

“遇农”坚持为广大乡县的中小农户

提供服务，采用“文创包装  故事营

销 大学生带货”的方式，讲述农产

品背后的故事，推动了众多乡村合作

社“最后一公里”工作的落实。如今项

目已链接全国   多家合作社，服务

农产品   余类，并带动近    多

名女大学生实现线上灵活就业。

再次回归，“授农以渔”

    年，在疫情的冲击下，刚

刚绽开花蕾的“遇农”遭遇了严寒，

交通不便无法实地考察，产品监管

不全造成售后问题频发，一些新的

想法得不到农户认可支持。为了维

持项目运营，晓玉投入自己的   万

元积蓄，苦苦支撑。此时有人辗转找

到晓玉，提出要高价购买“遇农”项

目，但被她拒绝。“这是我一手创立

养大的‘孩子’，绝不会放弃。”但也

是那个时候，晓玉才意识到“遇农”

的真正价值。

    年到     年间，在华东

师范大学双创学院的推荐下，她申请

到大学生创业基金会的资助。报名学

习了上海海蕴女性创业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女性创业系列课程，“如果说

之前的创业，是一路跌跌撞撞野蛮生

长，那么在进修提升中系统性地学习

了一些商科知识，将创业理论与创业

实践结合起来，梳理了公司核心优

势、成本模式、盈利模式后，我觉得真

正的创业才刚刚开始。”

她从优秀学员一路成长为一名

大学生创业导师，并加入了由市妇

联和市教委指导的面向女大学生职

场成长助力的“海鸥计划”，在其中

负责女大学生创业版块的支持工

作。在这里她也得到了上海市女企

业家协会的关心和指导。“女企业家

们教会了我，怎样跳出小项目模式

的思维，从全局去看问题。慢慢地，

我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并非

只有卖货成功才叫助农，我们帮助

乡村企业，把品牌做起来，教会更多

的农人自我营销、自我强大，也是乡

村振兴的一部分。”

沉淀之后的姜晓玉和她的“遇

农”，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再次回归，

她提出“授农以渔”的概念，带领团

队产出原创农产品营销课程，课程

一经推出，就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

地乡村振兴相关部门的邀约。前不

久在为山西省高平市    余位大学

生村官做经验分享时，看到高平市

针对返乡大学生的系列扶持政策，

和台下一张张更为青春的脸庞，姜

晓玉很激动，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有更多大学生正与她同行。

这一次，她自己则实现了从创

业者到孵化者的转变。

“遇农”团队现有的   余名成

员，全部来自高校女大学生，“遇农”

也同样给了她们一个自我挑战、实现

梦想的平台，不少女生在时机成熟后

与晓玉选择了同样的自主创业之路。

从乡村跨越到城市的过程中，姜

晓玉也在不断地融入上海，“遇农”在

松江     基地的直播间正蓬勃发

展中，与金山大番茄的助农帮卖合作

也在推进中。“得益于上海海纳百川

的胸怀和充满机遇的创业环境，我在

这里奋斗、成长，对我来说上海就是

第二个家乡。”

未来有很多憧憬，姜晓玉说自己

会在上海这座都市继续做个“讲乡村

故事”的人。“也许很多年后，产品会

被替代，但那些美丽的乡村故事，会

永远留在生命的激情中。”

华东师大./后姑娘姜晓玉文创还原农产品“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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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陇县大学生电商一同进行“双十
一”直播带货

!“遇农”团队在大学校园里进行产
品推广活动

!为大学生村官做培训

!姜晓玉与父亲在家乡百草山中查验蜂巢

  后女孩大二组建新媒体创业团队，大三创

立公益助农项目，大四获得上海市大学生电子商

务大赛一等奖；毕业后带领百名学妹投身到火热

的乡村振兴事业中，其助农项目获得     年上海

市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从一个腼腆的山村女学生，到一名优秀的女

性创业者，再到年轻的女性创业导师，姜晓玉抓住

时代赋予的机遇，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与伙伴共

同书写着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梦想与时代使命。

◆记者傅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