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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利老家在安徽蚌埠，前年冬季回乡
时，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深深触动了他：
返乡的大学生指着绿油油的冬小麦惊呼“这韭
菜长得真好”。这个瞬间，让“新农人”姜在
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使命——要让更多的人重
新认识四季农时。

在基地明亮的玻璃温室里，阳光温柔地抚
摸着每一株幼苗。姜在利带领着他的年轻团
队，用镜头记录现代农业的点点滴滴。“一串
红移栽一周左右了，缓苗期要差不多了，接下
来就要开始施肥了……”“今天阳光明媚，我
们一起来育苗……”“我们的小番茄种下一周
的时间了，目前出现了倒蔓的情况，我们今天

给它上‘手段’……”华昌园艺的视频号里，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事记录突破了一千万播
放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脚下的土地和
它孕育的绿色生命。

但姜在利团队的愿景不止于线上传播。今
年年初，团队开设了 “阳光物语”公益园艺课
堂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园艺课
程，为市民打造一个家庭园艺实践与学习的平
台。项目注重引导亲子家庭深入感受自然的节
奏与魅力，共同探索植物生长的奇迹。通过亲
手种植和照料植物，让参与者体验园艺的乐
趣，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在都市中的普及与发
展。3月29日，在源书房的第一堂“阳光物

语”公益课堂课上，十六组亲子家庭围坐在一
起，共同体验了植物移盆和种子种植的乐趣，
让孩子们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丰饶。5月上
旬，在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从一粒种子看人
生》的课程更是引发了孩子们对生命的思考。
当孩子们的小手触摸到破土而出的嫩芽，眼中
闪烁的惊奇光芒，正是姜在利团队深耕公益项
目的意义——让生命教育在土壤中自然生长。

在这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青春与作物
一同拔节生长。李晓的指尖沾着泥土的芬芳，
姜在利的镜头里盛开着四季的诗行。他们选择
做土地的译者，用“农”墨重彩的青春力量，
讲述四季的密码。

“农”墨重彩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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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风不疾不徐地掠过华昌化工植物营养中心生测试验示范基

地，糅合着新翻泥土的湿润与汗水的咸涩。正午的阳光缓缓渗入番茄

转色的表皮，流淌在水培生菜舒展的叶脉间。

这是农作物最坦诚的季节——它们用颜色标记甜蜜，用卷曲的叶

片低语需求。一群年轻人正俯身其间，如同解读大地寄来的情书。

在12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里，阳光穿过
遮阳帽的缝隙，斑驳地落在李晓的脸上。“85
后”的李晓是华昌植物营养研发中心负责人。
12年前，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
离开校园实验室走进田间，如今指尖仍保留着
触碰土壤时的轻柔。那些重复了千万次的弯
腰、取样与记录，早已沉淀为一种直觉——她
能读懂叶片背面的斑点暗语，能嗅出土壤中肥
力的盈亏，像农人熟稔二十四节气般自然。

这是一方年轻的试验田。在李晓的带领
下，“00后”的王朝阳和张世缘正在调试新配
方的蔬菜专用肥；“90后”的夏雪将园艺学的
理论嫁接进花木的枝蔓间。作为团队里唯一一

个非农业科班出身的“跨界青年”，周杨走上
农业这一条路，纯粹是因为喜欢。

二年前，周杨的世界还悬浮在证券公司的
K线图上，如今却蹲在番茄架下，指尖沾着
泥，轻轻拨开一片青黄交错的叶子。那些果实
转色的曲线，成了他新的课题。李晓记得他初
来时的模样：西装革履，谈起祖辈的庄稼地眼
睛发光。农业从不是纸上谈兵，得与作物共历
风雨。于是，周杨学会了测量土壤的呼吸，从
叶片的弧度诊断病症，那些书本上的理论知
识，终在烈日与雨水里落地生根。

作物是他们沉默的伙伴。番茄沿滴灌带攀
援，油麦菜以甜度回应光照——这些生命以小

时为单位生长。年轻的守望者们渐渐明白，农
时不容懈怠和闪失：要在茎秆低头前扶正它，
在病斑蔓延前截住它。当办公室的边界消融在
田间，报表上的“理论产量”终于化作了掌心
的温度。

在李晓和同事们看来，农业也是生命的艺
术。每天，作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和表达
生命的力量，这种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工作方
式，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与成就
感。在这里，青春与作物共享同一种律动，而
土地正以它独有的语法，为这些年轻人撰写看
不见的成长履历。

田间地头的青春守望

这边，李晓和同事们还在记录番茄的甜度
变化；那边，姜在利和伙伴们正剪辑最新一期
的“农场Vlog”。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叙事，
在此刻奇妙交融。

去年5月，华昌化工组建园艺事业部，以
线上新媒体电商相结合的形式推广销售家庭园
艺资材产品。原是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姜在利
成为了部门负责人，他用3个月的时间迅速组
建起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与李晓团队不同的
是，除了姜在利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其余3名伙伴都是非农业专业。居明辉、
徐俊原是华昌化工的业务员，汤峻逸则是刚毕
业于电视编导专业的“职场小白”。

姜在利给团队制定了一个浪漫的规矩：每
人给自己取个花名。于是有了“雪松”姜在
利、“佛手”居明辉、“天尺”徐俊，以及最年
轻的“西瓜”汤峻逸。而他们要做的，是用镜

头重新定义农业的表达。
姜在利常笑称自己“上镜就脸红”，却深

谙团队成长的奥义。姜在利是汤峻逸的师傅，
他教汤峻逸认识花草特性，汤峻逸教他镜头语
言，恰似作物与农人的关系——彼此滋养，共
同生长。汤峻逸是团队里的“出镜达人”，他
私下寡言内向，面对镜头便像被按下了“戏精
开关”。那些记录新农人工作日常的短视频
里，汤峻逸元气满满地巡视花园，在花花草草
间流连，粉丝留言“好幸福的工作”。却鲜有
人知道，为呈现数秒完美的镜头，这群年轻人
曾在38℃大棚里反复拍摄数小时。而团队真
正的流量密码藏在“反差萌”的运营哲学里：
抛弃正襟危坐的专家人设，用“‘95后’上
市公司员工日常”的真实记录破圈。一条记录
大棚巡检的Vlog意外爆红，突破142万的浏
览量。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华昌
‘佛手’！”每晚7点，华昌大厦七楼直播间里
灯火通明，居明辉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三小时
后，他的声音已微微沙哑。最初的三个月，零
销量的惨淡业绩令姜在利焦灼。为此，团队尝
试过清晨6点的“叫早直播”，体验过深夜1点
的“星空专场”，最终在数据的指引下找到了
作物与流量的共通之处——就像把握植物生长
的关键期一样，他们精准锁定了晚上7点至10
点。区别于传统叫卖式直播，他们以农艺师视
角解构作物生长机制，用科学语言传递土地生
态智慧，吸引了一众粉丝。销售额终于从零起
步到单场千元，进而突破万元，并朝着500万
元的目标迈进。

当传统农谚化作直播间弹幕的现代诗，这
群年轻人忽然明白：土地的故事，原来可以用
更轻盈的方式讲述。

农业叙事的青春风暴

姜在利（后排右一）和同事们

汤峻逸（右）在基地拍摄视频

李晓给番茄剪枝

周杨在添加基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