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7日，在郑州高
新区长椿路附近的一共享
农场，一块块扎着栅栏的
格子地引人注目。远远看
去，土地中用竹竿搭起来
的架子上托举着黄瓜、西
红柿等蔬菜，原本黄色的
土地上生长出绿色的生
命，承载着播种人收获的
希望。

所谓共享农场，是经
营者将土地划分为小块，
租赁给消费者种植或体验
耕种。此种植模式像线下
版的QQ农场，消费者认领
一块地后可以自由种植。
在网络平台搜索共享农场
可以发现，不少商家提供
了租赁渠道，价格根据面
积不同普遍在几百元至上
千元不等。

以郑州高新区这一共
享农场为例，租赁一处60
平方米的土地，一年的租
金为 1368 元。租赁后消
费者可以自由种植。在
此期间商家会提供耕种
指 导 和 种 植 所 需 的 工
具。部分共享农场还会
提供半托管或全托管等后

期养护服务。
城郊的共享农场模式

与之前的共享菜园等模式
有不同之处，共享农场距
离城市更近，更像是市民
家门口的菜地。在此之
前，网络上曾出现快乐农
场、认养菜园等模式。在
此种模式下，普遍出现的
问题是认养人“三分钟热
度”，种植后因距离过远
或劳动成本过高不能经常
前去养护而出现弃地情
况。经过一到三年的周
期，共享菜园很容易变成
高价买菜。

如今的共享农场几乎
都分布在城郊，辐射范围
大多是附近居民，尤其受
到年轻父母的追捧。

共享农场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来共享农场的人
群大多是家里有小孩的
家庭，主要以年轻父母居
多。“我们可以提供浇水
养护等服务，但主要还是
需要认领者进行后期养
护，这样能更加激发认领
者的种植热情。”该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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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场不仅是一种商
业模式的创新，更在文化层
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助力
传统农耕文化新发展的同时
也重构了新型生活方式与消
费理念，进一步拉近了城市
与田园间的距离。

在如今时代，优秀农耕
文化被赋予了新内涵，一些
传统仪式被注入新生命。
在上海某共享农场举办的

“开镰仪式”中，租户们身着
汉服收割水稻，在短视频平
台上吸引了百万观众在线
观看，证明农耕文化在新时
代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中
原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粮食

产地，其农耕文化更为深
厚。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景区依托农耕文化，打造了
诸多爆款短剧。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年轻人回家乡种
地，成为“新农人”，为乡村
振兴注入年轻力量。这些
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又成
为文化发展的新潜能。

共享农场的出现，在一
定意义上超越了单纯经济
承载体的功能，成为文化共
生的容器和生态文明的播
种机。春种一把籽，秋收万
担粮。在古老的谚语中，一
片小小的土地总是蕴藏着
巨大的生命力。在土地上

耕耘着的孩子和大人，都在
用汗水浇灌着古老的中华
文明，上下挥舞的农具翻找
出的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农
耕的智慧。

共享农场的火爆，本质
上 是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的 产
物。它既满足了城市人群
的情感与健康需求，又通过
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激活
了经济发展。为了避免租
赁户的“三分钟热度”，共享
农场仍需注入文化支撑，实
现可持续发展，将“文化消
费场景”升华为“新文化生
产空间”。
本报记者 任思领 文/图

从“QQ农场”到现实版田园生活

共享农场引领都市生活新潮流
种植户：既是一种新体验，也是孩子的生动课堂

近年来，共享经济模式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共
享充电宝到共享单车、共享自习室、共享汽车等，共享的风
一股接着一股，催生着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默默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观念，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当共享之风吹进
都市的土地，春播秋收的生活映进现实，一块土地中的格
子间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共享农场，既融合了
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又拉近了城市与自然的距离，推
动城市新潮流生活方式的转变。

共享之风吹进田间，共享农场走进都市生活

都市耕种新体验，为孩子开设的另一课堂

一处共享农场，吸引数
十个家庭来此耕种，这片共
享土地上到底有何魔力？

从之前的采摘和露营
的爆火，再到共享农场受
到追捧，其中所反映的是
人们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
和生活观念的转变，“种
地”成了一种类似“都市陶
渊明”的新体验。市民通
过到共享农场体验耕种，
成为闲暇时释放压力、回
归田园的出口，同时也成
为父母为孩子们所开设的
农耕课堂。

当一犁春泥、一篮秋收
的生活成为孩子们的生动课
堂，这也是父母愿意为线下
版QQ农场买单的原因。

市民高女士告诉记者，

来共享农场主要是因为能
带孩子体验播种和收获的
乐趣，一年租金上千元，能
买很多菜，但买不来孩子对
春播秋收的切身体验。

当共享农场化身亲子乐
园，其中最忙碌的是爷爷奶
奶。年轻人忙于工作，对种
菜也不甚精通，浇水除草担
子就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

“平常都是我们来，相邻的其
他几块地也是爷爷奶奶经常
来，图的就是孩子们能开心，
也给自己找点事做。”正在浇
水的赵奶奶说道。

除此之外，部分共享农
场还允许认养的家庭在自
己租赁的土地上搭建棚子
等设施。每逢节假日，一家
人可以在旁边露营、吃饭。

通过自种自采的模式，认养
家庭可以直接参与生产，消
除对农药残留物的担忧。

“看着自己亲手种的菜
下锅，不光是孩子，作为父母
的我们心里也感觉很欣慰。
这不但能让孩子更深刻了解
农耕文化，也可以丰富孩子
们的认知。”高女士说道。

共享农场的魔力来源
于城市人群的“田园情结”
和自身需求。快节奏的生
活与繁琐的事务催生了人
们对于慢生活和亲近自然
的向往。在社交平台上，北
京、上海等地的共享农场常
被租户们形容为“精神疗愈
地”。在多重背景下，共享
农场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远
高于其种植价值。

共享农场注入文化支撑，生成新文化生产空间

带着孩子来耕种 共享农场长势良好的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