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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董碧水
通讯员 史永军

“ 城 市 套 路 深 ， 我 要 回 农

村。”过去，这只是漂泊在外

的 人 的 自 嘲 ； 如 今 ， 随 着 乡

村 振 兴 的 实 施 ， 在 浙 江 绍

兴 ， 年 轻 人 回 乡 已 逐 渐 成 为

一种潮流。

据绍兴相关部门统计，仅

去年一年，就有 5.3 万名绍籍

高校毕业生在绍就业创业，占

到该市新增就业高校毕业生总

人数的 43%。其中，不少大学

毕业生主动选择回到基层、回

到乡村。

返乡创业大有作为

在绍兴近年返乡的年轻人

中，不少是“农二代”，他们

熟悉乡村、了解乡村，也更热

爱乡村，他们认为如今乡村利

好政策多，只要瞄准市场、踏

实肯干，一定能有所作为。

嵊州市贵门乡是“越乡龙

井 ” 的 产 地 之 一 ， 28 岁 的 吕

京娜家里三代都是种茶人。嵊

州 的 茶 农 多 卖 散 茶 ， 利 润 很

低，这一直是当地茶业发展的

瓶颈。吕京娜大学毕业返乡，

创办了嵊州市茶京堂茶业有限

公 司 和 一 杯 香 茶 业 专 业 合 作

社，注册了自己的品牌“隔尘

香”，通过深加工和包装提升

产品附加值，开起实体店的同

时，建立电商平台、网店。创

业第一年，“隔尘香”销售额

就达 500 万元。公司经营两年

来，团队从 3 人增加到 10 人，

已累计带动 50 余名茶农增收。

在省级示范性青创农场的

越城区方圆观光农业园里，皮

肤黝黑的陆家欢卷着裤管，一

手拿着带泥的莲藕、一边弯着

腰 查 看 甲 鱼 的 长 势 。 28 岁 的

陆 家 欢 是 典 型 的 “ 农 二 代 ”，

父亲一直从事传统的甲鱼养殖

和批发，陆家欢从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一毕业，

就回乡接手了父亲创办的方圆观光农业园。

上虞区丁宅乡南野农夫生态农庄“庄主”王园

园是一名 80 后，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

工作，后来回乡成立上虞新农人联盟，如今加盟单

位就发展到 24 家，年销售额超 1000 万元；盛文斌

也是一名 85 后，2011 年创设新昌县科农茶树专业

合作社，带动基地周边农民就业超 1000 人次，每

年收益超 300 万元；90 后青年刘阳帅，回到嵊州老

家，将桃形李种植与养鸡相结合，带动基地周边农

民就业超 50 人，每年收益超 80 万元⋯⋯

“农二代”带来新业态

陆 家 欢 回 乡 后 ， 在 自 家 的 30 亩 藕 田 里 做 了

“ 藕 鳖 共 生 ” 种 养 结 合 试 验 ， 养 殖 出 的 甲 鱼 口 感

好。传统养殖 5 年的甲鱼，每 500 克卖 100 元，他

养的甲鱼贵了一倍，还供不应求。在他的带动下，

周边不少村民都开始“藕鳖共生”养殖法。陆家欢

也被推荐为绍兴市“村村都有好青年”、绍兴市农

村创业青年联合会会员。

盛文斌回乡后，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浙江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团队，联合研发

茶 叶 新 品 种 ， 还 与 全 国 400 余 家 企 业 和 政 府 单 位

开 展 多 业 态 深 度 合 作 ， 通 过 技 术 培 训 、 成 本 让

利、茶叶包销等扶持，把当地茶产业发展推广到

全国 24 个省 340 个县，带动当地农民就业人数累

计 20 余万人次。去年，他重点帮扶四川小金县打

开发展农业支柱产业，被誉为东西部精准扶贫的

“浙江样本”。

凭江而建、背靠大山的“石苍山·隐”民宿，

是柯桥区稽东镇青创联盟负责人、绍兴市“村村都

有好青年”应华亮给乡村带来的新业态。他牵头成

立的稽东镇青年创业者联盟，如今成员发展到 15
家 。 2018 年 年 初 ， 看 到 村 里 “ 山 地 多 ， 抛 荒 多 ，

缺少产业支撑”，他联合村里其他 6 位有志于发展

乡村的乡贤，返乡创办绍兴七竹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发荒山林地。

让更多人才返乡创业

在绍兴，越来越多的“归来燕”正在变为“领

头羊”。目前，回到绍兴创业的青年“新农人”已

有 300 多人。他们重新定义传统农业，融入自己的

想法和做法，让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并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创办新昌生田社乡村创活社区的肖磊，从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美化入手，将一个“空心村”打造

成一个以创活为特色的新乡村社区，吸引了文创、

农创、科创青年的集聚回归；80 后的邓传播回到

老家嵊州市长乐镇蓬瑠村后，和弟弟一起成立嵊州

市知竹清韵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发竹产品，竹

笋、活竹酒、竹凳竹椅⋯⋯做足了“竹”文章；石

璜镇范油车村的 80 后金小芳接过父辈的年糕加工

作坊，成立嵊达食品有限公司，用机械化、自动化

代替祖传的手工，不仅保证了年糕的风味口感和品

质，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实现了产业化；23 岁

的吕爽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业，成为家族里第三代竹

编传承人，她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嵊州竹编能在

自己手上发扬光大。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团绍兴市委书记

赵浪平认为，乡村振兴的实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全

新的活力，农村的发展也催生出更多的机会，政策

的倾向则给予了创业者更多成功的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绍兴市委市政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积极倡导青年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机制，出台

政策，推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农

村 汇 聚 。 团 绍 兴 市 委 实 施 “ 新 青 年 乡 村 振 兴 行

动”，鼓励“新青年下乡”，组织“青创联盟”“青

创农场”“青美乡村”，开设“团团直播”“青农市

集”等，着力营造创业氛围。

据悉，近些年，仅绍兴各级团组织推出的“绍

兴青农贷”“越青贷”“青创贷”等，累计支持的创

业青年 2000 多人，提供金融扶持近 13 亿元。

绍兴

：
﹃新青年下乡

﹄
成了潮流

□ 隆云滔 李怡洁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电子商务、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数字经济
却逆势发展。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
9.7% 的 高 位 增 长 ，远 高 于 同 期 GDP 名 义 增 速
6.7%。如今，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以远程办
公、电商平台等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迎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与之相适应的数字技能需求也不断增长，
数字技能的供需差距也愈发明显。

3 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强全民
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提升国民的数字技能是应对数字技术时代挑战、
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但当前
世界各国数字技能培训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用人需
求。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数字经济下就业
与人才研究报告》中预计，2035 年中国整体数字
经济规模将接近 16 万亿美元，总就业容量将达到
4.15亿，如果不实施有效的数字人才战略，到时可
能出现一个巨大的人才缺口，不只是在数量上，还
有技能方面的缺口。

目前，世界各国将提升公民数字技能放在至
关重要的位置，各国纷纷推出培训举措。欧委会
2021 年发布的《欧盟技能议程》提到，所有公民必
须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劳动者能有机会获得新
的专业数字技能。

各国推进数字技能培训具体举措的特点包括：
强化国家顶层设计。欧盟早在 2015 年就发布

了《欧盟数字技能宣言》，此后 3 年又陆续发布了
《欧洲新技能议程》和《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国家数字技能战
略，提出要建立数字技能和工作联盟，促进整个欧
盟实现教育现代化。英国政府2018年和2019年接

连发布《成人将从数字技能改革中受益》《提高成人
基本数字技能》《提高成人数字技能计划》，从资格的
设计和制定、教育与培训方式等方面介绍了专业资
格证书制度。据 2020 年欧洲技能议程计划，到 2025
年，欧盟2.3亿成年人（即欧盟70%的成年人）至少应
该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2020 年，韩国政府出台《韩
版新政综合规划》，提出要建立未来型职业培训体
系，培养18万名新技术领域的核心实务人才。

重视资金保障。欧盟新数字欧洲计划提供了 6
亿欧元的预算用以提升数字技能，并提供了包括前
沿数字技术硕士课程和短期数字技术专训课程在内
的不同行动，此外还有诸多促进数字技能培训的基
金。韩国《韩版新政综合规划》计划于2020-2025年间
累计投入160万亿韩元（约合9300亿人民币）。印度电
子和信息技术部2019年宣布投资 43 亿卢比（约合 4
亿元人民币），在3年内培训40万名数字专业人才。

构建数字技能评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开发成
人数字技能资格标准来推进数字技能教育改革，建
立了一套阶梯式的资格证书体系，通过资格证书制
度帮助成人获得相应的就业资格。欧盟发布《数字教
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欧盟委员会将通过伊
拉斯谟合作项目，为教师提供在线自我评估工具

“SELFIE”。
实施一体化数字素养发展项目。欧盟 2018 年启

动的“数字素养发展系统项目”，是为成人在非正规
教育中提高自身数字技能，开发的评估和培训系统。

该项目构建了“评估-发展-技能验证”的流程体系，
通过在线资源为学员提供辅导，帮助其了解自身技
能水平差距，建立新知识和个人经验之间的联系。

减少数字鸿沟。多个国家在制作规划时，充分考
虑弱势群体利益，使各阶层和年龄层的人群都能够
提高数字能力。韩国政府在《韩版新政综合规划》中，
提出要在 1200 个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农渔村铺设超
高速网络，确保残疾人能够获取信息。埃塞俄比亚政
府制定的 2020-2024 年国家数字技能发展战略，提
出要提高年轻人、老人、女性和社会弱势群体在内所
有公民的数字知识和技能。加拿大政府 2019 年宣布
向盲人协会的“与技术关联倡议”项目投资 130 万加
元（约合 678 万人民币），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时
代落后的人群提供数字技能培训。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新的需求，具备数字能力
已经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必备的能力。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 70.4%；
农村网民 3.09 亿，占网民整体的 31.3%。说明我国还
有大量公民尚不具备数字能力。据《2019 年中国互
联网人才发展报告》，互联网整体处于人才供不应求
的状态。在人工智能等对数字能力要求较高的领域，
我国技术人才供需失衡尤为突出，智能语音、计算机
视觉相关人才极度稀缺。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大
公民数字培训，提升整体数字能力水平，具体包括：

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公民数字培训。分阶段
建立数字技能培训计划，针对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

和地域人群搭建多层次培训体系。构建包含高校、企
业、社会组织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培训生
态。协调中小学、大学各阶段数字教育、技工教育以
及职业技能培训的侧重点，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
求的对接。

健全数字能力标准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强不
同行业数字技能核心标准的研究，评价标准要与职
业要求对应，特别针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专业门槛较高的行业，需建立有区别的人才评价体
系。另外，确保评价标准的连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通过证书形式为培训人员提供就业准入证明。

打造精准培训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针对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不同行业，编写不同
的培训教材。针对少年、青年、老年等不同年龄层次
人群，设计不同难度和内容的培训课程，寓教于乐，
提高参与度。

提升弱势群体数字知识消除数字鸿沟。多渠道
提升老人、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贫困地区等弱
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充分利用电视媒体信息传播作
用，发挥社区基层科普作用，定期开展数字知识宣传
和技能培训，在老年大学、残疾人协会、社区基层组
织等增设培训课程和活动天地，尽可能消除因数字
技术快速发展所造成的鸿沟。

（作者隆云滔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副研究员／李怡洁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项目主管）

提升数字技能的世界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创研究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璇

3 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 95
后男生碳化松果和朋友到上海郊外的沙滩上体验

了一次露营。深夜时分，他独自坐在篝火旁，看着

帐篷上方的煤油灯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感

到周围的一切都静了下来。

现在，周末骑着摩托车去露营，已成为碳化松

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月他都至少要露营两

次。近两年来他注意到，体验这项户外活动的人越

来越多了。

露营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火爆，也在侧面印

证着碳化松果的发现。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在社交

平台小红书上搜索“露营”，与之相关的笔记已超

过 29 万篇，涉及露营地选择、露营装备品牌、露营

玩法等多个方面。

当露营从小众爱好渐渐步入大众视野，新的

市场需求也在酝酿之中。

在露营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作为一名露营 Up 主，碳化松果喜欢与人分

享自己的露营心得，但他也非常注重隐私，在视频

里戴着头盔出现，不公开真实身份。一个人露营，

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一种解压方式。

“我喜欢独自到山间或是海边的露营地，大脑

放空，慢慢就会全身心放松下来”。在碳化松果看

来，接触自然、自在随性，是露营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露营地的选择上，他更倾向于具备饮水、网络、

厕所等基本设施的收费营地。

80 后媒体从业者 Van，则从家庭露营的角度

探索出了更多“玩法”。“露营可以包容的场景很

多，从搭营、准备食材、做饭，到手工、运动、交友，

基本上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在露营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放松方式。”平时很少下厨的 Van 在露营地“解

锁”了户外做饭技能，“在露营中，我们期待能够发

现不一样的自己”。

Van 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Van 和家人会

在露营中搭配不同的亲子活动。“我比较中意有野

趣、人工设施较为克制的营地，也带着孩子试过钓

鱼、桨板、冲浪、徒步、岩洞探索等项目，但我认为

露营带给他的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

家庭成员在户外是如何协作的，与其他小朋友社交

要注意什么，要如何处理负面情绪，等等。”Van 说。

露营次数多了，Van 常以“冯 Van 记”的名字在社交

平台上更新露营笔记。

在 Van 和碳化松果看来，露营作为户外活动，对

露营者户外知识储备以及装备的要求都比较高，存

在一定的门槛，“新人可以先参加‘拎包入住式’露

营，看看能否适应户外过夜”。

“拎包入住”的创业灵感

2020 年 之 前 ，朱 显 是 一 家 出 境 游 公 司 的 创 始

人，小云和丈夫在泰国经营面向国内游客的户外婚

纱摄影工作室。

一场疫情，朱显和小云的公司都按下了“暂停

键”，露营恰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疫情发

生以来，人们更愿意在空间开阔的自然场景里游玩，

在这样的心理下，露营既连接自然，又有一定的私密

性，热度也跟着上升了。”朱显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云来到广东省惠州市盐洲

岛。早已“入坑”露营的她，一眼相中了盐洲岛被山海

包围的原生态环境，立马租下一个民居，逐步改建为

小白屋营地。营地帐篷区最多可以容纳 30 个营位，

其中一半可以“拎包入住”，另一半则为自带帐篷的

营友准备。“如果来的客人不习惯睡帐篷，我们还有

两间民宿房。”小云说。

小云注重营地的“小而美”，朱显的露营项目则

更具商业性和规模化特点。

在与家人自驾露营的过程中，朱显按照社交平台

上的热门推荐，一路购置了露营装备，大到帐篷、睡

袋，小到驱蚊水、压缩毛巾，粗略数数，竟有近百种。一

长串的露营装备清单让朱显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潜力。

“为体验一次露营，会有多少人愿意购置这么多

装备？如果降低门槛，提前配齐了这些装备，让‘拎包

入住’成为可能，又有多少人愿意来尝试？”朱显说。

2020 年 9 月，朱显和朋友一起创建了露营品牌

“大热荒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三亚、惠州、

珠海、武汉、北京等城市开辟了 14 个露营地，主要面

向第一次尝试露营的客人。

“大热荒野”主要吸引了两类客人：带娃家长，以

及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信息的年轻人。尽管客群

有差异，但客人对舒适、便利的需求却是相同的。

“我们采用与酒店、景区、私人业主分利的模式，

相对来说，投入比较少，成本主要体现在露营装备和

人员薪酬上，同时客人也可以享受到比较成熟的水

电网络、配套设施和安保系统，既可以体验户外生

活，又不用忍受太多户外带来的不便。”朱显说。

露营会不会是“一阵风”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有 2.1 万家露营地

相关企业，2020 年是相关企业注册量的爆发期，全

年注册量为 7933 家，同比增长 331.6%，今年前 5 个

月注册量为 6941 家，同比增长了 286.5%。

市场火热，可露营地运营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露营地的维护是一项长期工作，细节要做到

位。此前我们在广东清远一处营地露营时遇上了暴

雨，一棵大树就倒在离帐篷不到 4 米的地方，真的很

危险。复盘原因，应与 2020 年疫情后营地空置、管理

者没有坚持去检查有关。”Van 说。

露营地的运营情况还受季节、天气等各种户外

因素的影响。“露营也算是靠天吃饭，天气一变、季节

一换，露营就不好开展了，我们在全国各地设置露营

点，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朱显说。

小云的惠州小白屋营地受当地旱情和疫情影

响，开业以来收益寥寥，“这是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个

行业就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为了提高收入，小

云计划在露营地增加商业摄影、滑板体验课程、夏令

营等服务。

朱显也在带着团队探索更多“露营+”的玩法，

“我们在尝试与更多本地景点融合，比如近期在与河北

崇礼太舞滑雪场合作产品，客人可以先在太舞小镇住一

晚，第二天再去露营地搭帐篷、烤篝火，体验更丰富”。

与露营几乎同期在社交媒体上“爆红”的野餐，

如今已无太多声音，露营会不会也是“一阵风”？

在 Van看来，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流行什

么，大家就会一窝蜂去做什么，但热潮之后能留下来

的，都是在商业性或专业性上有过人之处的。露营在国

内还处于初创期，未 来 的 路 还

很长”。

朱显认为，“未来由露营出发

还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现在也

难以预判，我们只能一步步跟着

年轻人的需求去迭代产品，毕竟，

‘一招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文中碳化松果、Van、小
云为化名）

从小众爱好渐渐步入大众视野

靠天吃饭的“露营热”能走多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大爷”郑秀生，从 16 岁入行到 66 岁退休，在

北京饭店干了 50 年，做过数不清的国宴，获中国

烹饪大师终身成就奖。他 20 岁时曾给周恩来总理

做过狮子头，担任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总厨。

大煮干丝、响油鳝糊、拆烩鱼头、红烧马鞍桥、蟹黄

鱼翅⋯⋯都是他的拿手好菜。

“二伯”孙立新，24 岁就是华都饭店的总厨，

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十大中华名厨”称号，也是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计划任务总顾问。“二

伯”喜欢不按常理出牌，传了 600 年的烤鸭，他改成

用蔬菜汁腌制；如今常见的蓝莓山药，也是他发明

的，只是为了不浪费下脚料。

做了大半辈子国宴，大爷和二伯都退休了。退休

后干点啥？他们想把多年来总结的经验技巧、心得体

会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给 年 轻 人 ，“ 老 饭 骨 ”由 此“ 出

道”。他们在 2020 年 9 月入驻腾讯看点，拍摄短视频

教做饭，如今粉丝过百万，全网粉丝过千万。疫情期

间，很多年轻人开始自己在家做饭，跟着“老饭骨”的

短视频教学，居然真能复刻出一道道美食。

“国宴大师，是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称呼，首先

我们得热爱这个行业。”回忆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

郑秀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做饭的，“从基本功开始，

掏鸡肠子、鸭肠子，择菜，切葱姜蒜，切辅料，再到切

丝、丁、块、片等各种形状的主料⋯⋯”一刀一刀，是

郑秀生的成长之路。

学了 8 年，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郑秀生开始觉

得这个行业有可深挖之处，“不单单是做一道菜，还

关系到人的健康、文化的传承”。当时，北京饭店还承

担着国家的接待任务，一顿饭、一道菜里承载的东西

就更多了。

“我们把经验、经历和小饭骨们分享，让他们感

觉得到厨师不仅是做饭，还会给你的家庭、生活带来

喜悦。”郑秀生说。

“老饭骨”有个口号：传承技法，毫无保留。在几

分钟的短视频中，他们把做饭的每一个细节都交代

得明明白白，让“小饭骨”们学起来容易；不仅如此，

他们手中的菜还都有故事。孙立新学过川菜、粤菜、

淮扬菜、鲁菜⋯⋯可以说，凡是粉丝问的，几乎没有

他不知道的，粉丝不仅学做饭，还长知识。

网上教做饭的短视频内容不算少，除了“国宴

大师”的身份加持，“老饭骨”的优势还在哪里？孙

立新觉得，是人生经历，“经历越丰富，最后呈现的

东西越好”。

有时候，一起做着一道菜，“大爷”和“二伯”还会

讨论起来。一道宫保鸡丁，传统的味道是胡辣咸鲜，

现在流行的是“小甜酸荔枝口”，为了让粉丝更好地

了解这道菜的渊源，孙立新索性一次演示了两种做

法，让粉丝们随便挑随便选。

做饭和拍短视频哪个更难？两位大师不约而同

地选择了后者。为了满足年轻人的胃和旺盛的求知

欲，他们会认真地去看评论，还特别开设了“老饭骨

叨叨叨”的栏目，来回应评论。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又

有显著的地域差异，连“甜粽子”和“咸粽子”都能每

年引起热议，“老饭骨”有时候也感觉众口难调。

“为了让网友理解一道菜的做法，我们有时甚至

得把手里 50 年前的老菜谱翻出来作为证据，来给大

家普及。”郑秀生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做腊八蒜，

要把蒜剥好、洗净、晾干，在醋里发酵 20 天才算好。

现在有一些网络视频，称只要把醋煮开了泡蒜，3 天

就能吃。类似这样的误导，让“老饭骨”看着特别着

急，急着在自己的短视频里纠正“怎么做”，还得摆出

“为什么”的证据。

他们的粉丝大多是很年轻且活跃的用户，“老饭

骨”懂年轻人的胃，更懂年轻人的生活：排骨好吃，可

是下了班的年轻人哪有时间花几个小时来炖，于是，

“老饭骨”教高压锅做排骨的方法，一小时之内排骨

和米饭一起熟；年轻人爱吃甜品，二伯就做了一个醪

糟水蛋；甚至连方便面，在热爱创新的二伯手中，都

成了一道诱人的焦炒面；还有宫保鸡丁的汁、鱼香肉

丝的汁、糖醋鱼的汁⋯⋯“老饭骨”都提供了精准的

配方，让中餐烹饪中神秘的“适量”都可复制。

让年轻人在家也能吃上“国宴菜”，让年轻人在

辛苦的工作之余也能温柔地抚慰自己的胃。“做美食

是件高兴的事。我和大爷就是想通过短视频，把人间

的温暖传递给千家万户。”孙立新说。

在已经发布的 242期短视频中，有一道菜颇受“小

饭骨”们追捧。其实那只是一道“平平无奇”的炸酱面，但

那是大爷 40年前做给大妈吃的。年轻人学到了一碗面，

还吃到了一大碗“狗粮”。

“国宴大师”拍短视频教年轻人做饭

碳化松果正在搭建帐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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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郑秀生（左）和“二伯”孙

立新正在拍摄做菜的短视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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