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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柯夫妇徜徉在山水间，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其乐融融。 游斐渊 摄

“我可以采访你吗？”
正开着三轮车穿行在同济大学校园里的柯嘉

华，应声停了下来。
车上装着的，是自己农场里种的新鲜蔬菜，正准

备为老师们送货上门。眼前站着的，是一个笑起来
甜甜的名叫周晰的学妹，因为要做一个关于大学生
创业项目的课题调研，于是找到了正在做生态农业
的他。

那天阳光正好，微风从梧桐树的枝丫间调皮穿
梭。从食品安全、有机生态的大命题，到田园生活、开
心农场的未来构想，两个“90 后”年轻人越聊越投机。
但这一刻，柯嘉华不知道的是，他对农业项目创业的
坚定、执着，已经深深打动了这个山西姑娘；而周晰
不知道的是，她这个活跃在校园戏剧舞台上的女主
角，早就在这个胆大心细的南靖小伙子心里烙了印，
日后还成了他生活里的“女主角”。

互生好感，三观合拍，相遇发酵成相爱。
毕业后，柯嘉华依旧坚持生态农业创业的梦想，

并在上海注册了公司。周晰则选择到法国继续深造。
两年后，面对世界 500 强巴黎总部的邀约和那个“跟
着我，有菜吃”的承诺，她毅然选择了回国。2016 年，
两人结婚。在朝最初的那个梦想齐头并进中，“小柯
夫妇”成了强强联手的组合。

一个负责营销推广，一个负责产品供应链。每个
季节，都有应季的食物丰收。可口的蔬菜瓜果，积累
起一批忠实的老客户。2019 年，两人决定放弃大都
市，回到小柯南靖南坑镇老家继续创业。

“不理解啊。家里人都觉得好不容易从山里走出
去，到了大上海，怎么最后又回农村了。”他们的坚持，
遭遇了不少质疑。但大山里良好的生态环境，越发笃定
他们扎根在此的决心。“我们可以让消费者吃到新鲜、
纯净的食物，还可以帮助农民打开农产品的销量，让他
们的收入更高、更稳定一些，这是我们所能创造的价
值，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农业的意义所在。”尤其是当了
妈妈之后，周晰想要让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能吃上安
全放心的食物的愿望，就更加强烈。

而在做“零农药蔬果”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并非
一帆风顺。用最传统的原生态种植方式就意味着虫
害频发，产量普遍比温室大棚种植低，暴雨、干旱等
更影响收成。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大学教授、田间
农户、创业“新农人”，都是他们的老师。“回到大山
里，我才真的学会谦虚。”小柯笑着说，村民总是无所
不能，他们可以把粗壮的竹子劈成纤细的竹篾，可以
把其貌不扬的草绑成扫帚……“虽然我在乡村长大，
但现在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

作为一个北方妹子，周晰要学的就更多。戴上斗
笠、穿上运动鞋，走过村里的每一片果园和菜地。在
乡亲们眼里这个乖巧懂事却能吃苦的姑娘，有着跟
竹笋一样的韧性和爆发力。通过短视频平台，她重新
当回了“女主角”。镜头里，她带着网友一起去体验闽
南传统风俗，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她惊喜地发现竹
笋从地上冒出来半米高，只要一天时间；她学会了用
草木灰做肥料；她包青团的样子生疏却认真；她偶尔
蹦出来的闽南话，可以让小柯笑话老半天；为了保证
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他们用成捆的叶子包装蔬菜，
带着泥土装箱……每一幕乡村生活，真实、简单，又
充满希望。

“我可以采访你们吗？”
通过媒体，更多人知道了小柯夫妇归乡创业的

故事。不少网友留言说，这对“神仙眷侣”把生活过成
了诗。但小柯和周晰却一直觉得，“让更多人能吃到
口感好又安全的食物”这件事再实在不过了。用小柯
的话说，乡村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大本营，而脚下的
土地，才是真的远方。

经过夫妻俩的不懈努力，他们的农产品的质量
不断提高，也得到了许多新客户的青睐。如今，有越
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生态种植行列中。

“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
在这里……”短视频里，在阿婆的老厨房，吃着自己
煮的酸菜鱼，小柯对着周晰唱起了歌。这场景，一如
当年两人初次交谈时一样，总缺了点儿浪漫的调调。
但依然挡不住四目相对时，各自内心的火热和眼里
的光芒四射。

☉本报记者 张 旭 通讯员 庄伟杰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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