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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菜园兴起：都市农夫有点“田”

除了城市居民到农村认领

菜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选择来农村认购土地。

10 月19 日，长沙县开慧

镇“我在开慧有丘田”项目发

布会举行，达成初步认领意向

415 亩 106 家单位（个人），签

署认领计划书约 325 亩。

“这次发布会，有数百家

企业认购农田，其中有不少

企业还是组团认购，最多的

一家，认购了二十亩。项目

里的企业宣传、沉浸式农趣

体验、云端农场主等十大权

益，受到了企业的欢迎。”湖

南板仓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缪慧告

诉记者，他们公司负责“我

在开慧有丘田”项目的执行，

“认购的企业，都很有乡村振

兴的情怀。除了省内企业，

还有深圳的企业来认购”。

农田认购，一头连着企业，

一头连着村民。“搞传统的农

业种植不赚钱，很多村民甚

至在亏本种田，付出劳动和

实际产出不成正比。”近年来，

随着返乡村民的不断增多，

如何把旅游资源和农业相结

合，成为开慧村党总支书记

郭翠思考最多的难题。

“今年 5 月，长沙市农业

农村局发布倡议，鼓励采取

‘农业认养 + 共享经济’的农

业农村发展新模式，我就想

着把村里的闲置农田盘活起

来，加入了‘我在开慧有丘田’

项目。”郭翠说，村民通过参

与项目，不仅提高了收入，

还增强了对乡村发展、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曾预言，

乡村在城市化发 展中逐渐消失，

又逐渐被再造与想象。

“城市农夫”是现代化国家比

较流行也比较常见的一种状态。

从更广义的����，���一�����，���一���，���一�

“城市农夫”，不仅还原了人们对田

园的想象，也恢复了一种更加自然

的人际关系。

都市里的人，都有一种亲自然

的属性。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推进，人跟自然之间的隔离很多。

城市人去农村种菜其实是在有限

空间中的一次浪漫心灵试验，所以

通过这种去农村租地种菜的方式，

人们就跟自然有了一�深刻的深

�的连接，从而产生了一种归属感

和存在感。在我��，这可能是

很大的一�驱动力，属于人的一�

在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

一种回归。

城乡并非二元对立，潜藏于

都市田园景致里的人们，可以创

造一�通过技术自主打造的生态

系统，构建一�人与植物、自然

界共生的空间。在数字化生存的

当下，“种植”对于调适人和自然、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依然是底色般

存在的文化力量。同时，城市居民

到农村“种植”，也可以促进城乡

资源的有效衔接，推动城乡之间

资源的互动。

“城市农夫”的兴起，也让乡

村旅游由拍照式、体验式逐步变

为了参与式、沉浸式，在现代快节

奏的社会里，打破了人际交流的厚

重壁垒，拉近现代社会人与人的

距离，开启了城市田园生活新模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通讯员 张庆

选择地块、自主命名、播种施肥……在位于长沙浏阳市沙龙村的“共享菜园”里，许多“农
民”正在自己认领的土地上种植蔬菜，他们盼望着今年能吃上自己亲手种植的无公害蔬菜。 

这里的“农民”其实不是沙龙村的村民，而是城市里到农村来认领菜园的“都市农夫”。
锄地、种苗、浇水、施肥、收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想必是现

下不少城市居民的向往，而这一喜好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鼓励城市的企业和居民去
农村“认养”菜地的活动一拨接一拨。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通过实地走访、线上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走近“都市农夫”
这一群体，一起看看他们“向往的生活”。

 “认领一方塘”“认养一头

牛”等活动，为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机会。

以往，农产品的销售往往受天气

环境、市场波动、中间环节等多

重因素影响。“农业认养 + 共享

经济”模式提前锁定了种植计划，

在缩短供应链的同时，有助于降

低农户的生产销售风险。不仅如

此，根据综合测算，一个农村创

业项目平均可吸纳 6 到 7�农民�农民农民

稳定就业，17 到 18人灵活就业。

认养人“云种植”“云养殖”，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城里人“村里有

块地”的想象，打开了村民们就

业致富的新空间。

“我们村今年 4月开启桃树认

领活动，到现在已经有超 400人

下单了。”近日，湖南湘江新区莲

花镇桐木村“认领一棵桃树”活

动传来好消息。

  今年以来，长沙市农业农

村局发布倡议：各区县（市）开

展“星村我有+”活动，鼓励采

取“农业认养 + 共享经济”的农

业农村发展新模式，进一步盘活

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

道，丰富市民生活供给，助推广

大市民实现“田园梦”。倡议一经

发出，长沙各地纷纷响应，掀起

认领（认养）热潮，借助 VR 看

房、小程序认领等互联网新技术，

因地制宜开展“我在星村有栋房”

“我在星村有丘田”“我在星村有

棵树”“我在星村有箱蜂”等系

列活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目

前不少市民已开启“星村我有+”

认领之旅。

  长沙县北山镇新云村有余

套闲置农房在招租，新云村距

离长沙市区 20 公里，村内基础

条件良好；在望城区乔口镇蓝塘

寺村也有闲置农房租赁活动，还

可以VR 云看房，通过 H5 链接，

大家可足不出户挑选房源；在宁

乡市龙田镇则在举办“认领一亩

田”的活动，鼓励城市居民认领，

解决耕地撂荒问题，同时为城市

居民提供原生态农产品；在浏阳

市张坊镇白石村，大家可以认领

鲜平菇菌包，还能亲身体验采蘑

菇的乐趣；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

村发起“认领一棵桃树”活动，

用户可通过小程序或者线下认领

桃树，认领后即可拥有一整棵桃

树，并实�挂牌，第二年可再送

桃树苗 1 棵或者甜桃 3.6 斤。据

了解，目前已有超 400人下单认

领，还有不少认领用户会在周末

带着一家人前往桐木村游玩，亲

自照顾桃树。

两位城市宝妈的租地种菜体验
 “在家附近租了两块地，

每个季节都收获满满，孩子

们也体验了各种蔬菜、水果

与花卉的种植乐趣。同时，

也欢迎有共识的宝妈一起来

参与体验我的菜地，一起吃

上健康的蔬菜。”陈语欣是一

�宝妈，她在长沙市开福区

浏阳河街道陈家渡社区租下

菜地后，不定时在网络平台

上记录下择菜、打理小菜地、

种植等闲暇时光。

陈语欣的心中一直都有一

个田园梦：带着孩子一起种菜。

今年 9月，她找朋友打听到小

区附近有菜地出租，于是立刻

就租上了几亩，她说：“我最

关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自

己租地种菜吃更放心。”

“刚种下的小种子，隔天

就发芽了，每天浇浇水，一

天一天就不一样了，真的特

别喜欢看它们慢慢长大的样

子。”陈语欣说，她的菜地每

农户�租�市�������菜地�租�市�������菜地租�市�������菜地

 “共享菜园离长沙市区

30 分钟车程。我们可以把每

周新鲜食材配送到家，你也可

以来我们菜地体验蔬菜自种，

吃到食材本该有的味道，让全

家吃得安全、健康、放心。”“我

在长沙有一块大片地，最适合

种菜玩，200 元 1年，农场就

在离市区 10 分钟车程的地方，

租我的地种菜，和家人、孩子

一起感受植物的生长过程。”

……在网络平台，像这样的招

租信息不少，甚至还有农场主

提供云端种菜服务，市民在家

可以一键浇水。

记者看到，有不少市民跟

帖“认领”菜地，或者询问

地址、水源等相关信息，表

示自己一直想找块地来种菜。

还有网友发帖求租，表示自

己打算在长沙附近租一套院

子种菜养鸡，预算是一年一

万元左右。

城市田园生活新模式不

仅在长沙悄悄火出圈，上海、

武汉、郑州、无锡、广州等

城市近些年也兴起“共享菜

园”式农场，它们成为上班

族休闲的新选择，吸引不少

人加入“城市农夫”行列。

除了种菜，有些地方甚至推

出混合型菜地，在划分的区

域内再留出部分土地供租户

养鸡，租户可以随时来取产

出的鸡蛋，等鸡成熟后还可

以带走食用。

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村�

市�开启�星村我有+���之旅

■专家观点

�都市农夫�搭建现代化与自然的连接
米莉（湖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兼职副部长、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

  陈语欣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我在开
慧 有 丘
田 ” 项
目发布。

2 米隔一个格子，品种自由，

搭配着种，今年冬天的白菜

薹、油菜薹、冬寒菜、香菜

应该是可以自由了，想想用

自己种的菜涮火锅的味道，

一家人都特别期待，“蔬菜们

每天都努力生长，我已经爱

上了种菜”。

也有市民选择在偏远农村

种菜。家住常德市武陵区丹阳

街道的居民张女士在郊区租赁

并托管了一块菜园。她并没有

种菜的经验，初衷是为了修身

养性，打发周末时光，“辣椒、

丝瓜、青菜都有人帮咱们种，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一大家人

吃得放心，闲暇时我们便会来

到菜地，体验种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