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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乡野之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意大利，一些年

轻人放弃了城市里的高薪工作，转而将热情

挥洒在广袤的乡间土地上。而他们似乎也正

在重新定义着新一代“农民”的面貌。

23岁时，意大利青年贾科莫 ·佩莱蒂无意

间被布里科尼农舍的旧照片所吸引。这个位

于意大利贝加莫市的农舍建造于15世纪，荒

废已久。“我想要刷新人们对意大利农民固有

形象的认识，我想要成为一名追求现代农业

愿景的意大利农民。”那时，还在大学学习农

业专业的他便立志将来要尽己所能，为意大

利的农业发展带来些许改变。如今，37岁的

佩莱蒂正在经营着一家生产奶酪、腌肉和蔬

菜的企业，是米其林绿星餐厅的供货商。他

说，自己正在成为意大利农业领域的“老人”。

佩莱蒂只是众多投身农业的意大利年轻

人之一。据报道，在意大利，过去十年，由35

岁以下年轻人领导的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其

中，电信业减少了约48%、纺织业减少了约

28%、建筑业减少了约24%，农业虽然只增长

了1%，却是唯一一个年轻人领导的企业数量

还在增长的行业。此外，意大利一家青年农

业培训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超过5.5万名35

岁以下意大利年轻人加入了致力于种植、畜

牧、农业旅游、农产品直销等的企业。2023

年，意大利平均每天有17家农企开业。

“我们收到了许多年轻人的申请，有人打

算开办农舍，也有人将管理农场。”一家青年

农业培训机构的全国代表恩里科 ·帕里西发

现，愿意投身农业的意大利年轻人越来越多，

“农业让年轻人留在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去大

城市或出国寻找机会”。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一代看到了农业的吸引力。

31岁的劳拉 ·弗里里希斯来自明尼苏达

州哈钦森市。在大学毕业并获得人类学学位

约一年后，她发现了自己对农业的热情。而

后，她相继在五个农场工作过，并彻底爱上了

这项工作。目前，弗里里希斯和丈夫也拥有

了自己的有机农场。弗里里希斯坦言，或许，

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能给她带来丰厚的收

入，但谋生完全没有问题。“眼下，人们对于有

机食品的意识和需求在不断增强。”

弗里里希斯认为有机农业未来可期。

“人们正在关注农业的收入，尤

其是其资产价值增长的一面。”美国

经济学家玛丽 ·克莱尔 ·埃赫恩认为，

“年轻人将农业视为一个巨大的机

会，并表示他们想成为其中的一部

分，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不只是意大利和美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粮农组织农村生计信

息系统覆盖的大多数国家，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约占农业粮食体系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

也是“灵魂需要”
是什么让当代年轻人放弃繁华的都市生

活，转而投入乡村的“怀抱”？对此，不同的人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对于意大利青年阿德里亚诺 ·加利齐、安

德里亚 ·塔利亚布和贝内代托来说，转向乡村

意味着拥抱一份简单的幸福。

2014年，25岁的加利齐辞去了米兰一家

工程公司的工作，在伦巴第的莱夫镇创立了

一家以种植玉米为主营业务的农产品公

司。他说，摘玉米的时候，自己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33岁的塔利亚布则辞去了伦敦证券交易

所的工作，回归故土伦巴第创立了一家生产

蜂蜜果汁和果酱的农产品公司。“过去，我虽

然有一份收益颇丰、看似高大上的工作，但我

充满压力，且深感自己没有创造任何有价值

的东西。”塔利亚布说，“但我对现在的工作和

生活都很满意。”

26岁的贝内代托去年在托斯卡纳创立了

一家提供农业旅游的农舍，这家农舍最多可

容纳20多人，客人们可以在此享受意大利乡

村的“慢生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品尝农舍

自产的橄榄油和蜂蜜。“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企

业家，而与农业结合，对我来说是最完美的方

案，他能让我亲近自然，并能每天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贝内代托说，“现在，农业从业者的

角色在社会中愈发重要，并受到尊重。”

在佩莱蒂看来，近年来，人们对食品和环

境的日益关注，可以解释为何这么多年轻人涌

入农业领域。“我们吃的东西很重要，环境很重

要，这些观念已深入当代年轻人的脑海。”佩莱

蒂说，“农业曾是一个受年轻人冷落的行业，如

今却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你看，现在很多电

视节目都是关于环境、农业和食品的，人们和

自然的联系正逐步恢复，人类内心的某些东西

正让我们重新听从大自然的召唤。”

在英属泽西岛，一些年轻人将务农视为

一种全新又“复古”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23岁的杰迷·里贝罗和安娜·霍伊勒贝克夫

妇目前正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有机蔬菜企业。里

贝罗一直对种植蔬菜很感兴趣，他认为，一天中

最好的时光就是能看到日出日落，欣赏自然风

光，呼吸新鲜空气。在霍伊勒贝克看来，务农还

是一个可行的职业选择，人们可以自己当老

板，并过一种更健康且快乐的生活。

另一名年轻岛民奥利 ·格里格斯2022年

创立了自己的牛奶、蜂蜜企业，他说，这既是

谋生手段也是“灵魂需要”。

注入“新鲜血液”
乡村给了年轻人不一样的工作和生活体

验，年轻人也给乡村注入了“新鲜血液”。

29岁的丹尼尔 ·卡诺是西班牙托雷多一

名年轻的农场主，管理着近400公顷农场，主

要种植橄榄、开心果、芦笋和西瓜等作物。

大学期间，卡诺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学习

测绘工程与地形学，毕业后，他在巴塞罗那一

家无人机企业就职。这段工作经历，让卡诺

对发展农业有了新的理解：“通过对高科技的

运用，我们认识到施肥并非千篇一律，要根据

土壤类型、肥沃度、坡度等进行调整，让每棵

树、每株苗各取所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

就是我们追求的智慧农业。”卡诺说道。

走进卡诺的农场，人们可以看到农民们

用无人机远程监测农场状况、为农田喷洒肥

料。等到收获时节，无人机还可以在农场和

卡车间往返运送农产品。卡诺将新技术用于

农业，实现了农业的科技化、精细化管理。

一项研究显示，西班牙农场主的年龄不

断年轻化，35岁以下的农场主占三成。这些

在千禧年后成年的年轻人被西班牙媒体称为

“千禧农人”，他们中有75%来自农业家庭，

83%生活在农村地区。调查还显示，西班牙

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工作的年轻人中有38%拥

有大学学历，65%至少拥有学士学位或高级

职业培训证书，“千禧农人”正成为推动西班

牙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除了新技术，年轻人还跳出了以往农业生

产的模式，赋予农业生产全新的理念和思维。

菲律宾小伙班森 ·肯尼迪2015年来到韩

国，韩国人采用新技术在寒冷气候中种植热

带水果芒果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受

其启发，班森回国后开始研究如何在菲律宾

的热带环境中种植温带水果。他从超市购买

了三颗富士苹果的种子，而最终发芽并存活

的一颗种子如今已经让他拥有了一片欣欣向

荣的苹果园。在培育苹果的过程中班森还发

现，由于拥有充足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在菲

律宾生长成熟的水果含糖量，以及水果收获

的频率还明显高于温带地区。

除了在水果种植领域不断探索，班森还

懂得新媒体时代的营销策略。2022年，班森

开通了优兔账号，用视频展现自己种植水果

的过程和经验。如今，班森已经拥有了3万多

粉丝，视频总播放量超过了200多万次。来自

世界各地的订单也随之而来。

可对年轻人而言，进军农业领域也并非

没有挑战。在美国农业专家波皮 ·戴维斯看

来，压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土地、

设备等价格颇为昂贵，对于非农业家庭的后

代，启动成本颇高；其二，农业容易受到当地

经济发展、天气、市场波动等非可控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风险；其三，鉴于一些作物的生

长周期长至几年，这可能导致农产品的收益

并不那么可观，事实上，一些农民还需要兼职

来维持生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都

在想方设法为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给予一定

的帮助和支持。

近年来，西班牙多个部门为年轻人在农

业领域创业提供了技术、运营等方面的支

持。西班牙农业关系研究所、农业生产服务

处等农业组织和机构会为年轻人提供有机农

业等方面的技术和指导。与此同时，西班牙

的相关部门和组织也会协助年轻人更好融入

生产经营链条，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美国的农业部门则为年轻农民企业家提

供了贷款计划、职业培训以及医疗服务。例

如，美国中西部有机和可持续教育服务机构会

定期指导年轻人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和灾难性

天气。此外，该机构还设置了实地考察日，组

织年轻人参观成功农场的运营经验和技巧。

阿尔及利亚政府还出台新版土地法，把

部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包括年轻人在内的

小规模农业投资者。相关政策在资金、技术

上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人倾斜。

离开繁华都市 回归田园生活

“新农人”投身“新农业”
他们追寻的是什么？◆

弦子

▲ 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农舍

▲

意大利青年贾科莫 ·佩莱

蒂（中）表示，农业曾经是一

个避而不谈的职业，但现在

它得到了尊重 本版图片GJ

▲贝加莫附近的有机菜园

▲将农舍和餐厅结为一体的农业旅游项目复兴了贝加莫的一个古老村庄

背对蓝天白云，置身山野之间，收割稻
谷，养虾养鱼，接生小羊……一段时间以
来，国产慢综艺《种地吧》通过展现一批年
轻人投身新农业的场景火出圈。隔着屏
幕，人们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那份淳朴、温
暖和生命力。

不只是综艺节目将目光投向了乡村。当
前，在一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
开都市、回归田园，去乡村生活、创业、就业成
为了他们的人生新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作出
这样的决定？这些年轻面孔的到来又给乡村
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