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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香椿，人们想到的多是一碟香椿

炒鸡蛋。然而在孟雨晴手里，不起眼的香椿

却能变身为冷藏香椿芽、香椿酱等多种产

品。如今，香椿成为北京市门头沟区苇水子

村富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产业。

00后学生孟雨晴，是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的一名学生。

她让原本深藏于山沟的香椿，经过再加工，

在市场上畅销起来。她也由此被乡亲们称

呼为“香椿公主”。

从“烫手山芋”变成“香饽饽”

苇水子村的香椿采摘期通常持续到 5
月底。“最近一两个月，是村子最繁忙的月

份，我们要组织大量农户进行香椿采摘和

修枝整形、矮化等工作，并将收获的香椿进

行冷藏，加工成酱菜等产品。”孟雨晴说。

然而，今天的“香饽饽”，以前却是村民

手上的一块“烫手山芋”。

有一个画面让当时来苇水子村旅游的

孟雨晴至今难忘：天刚蒙蒙亮，一位老大爷

已经背着一篓子香椿从地里回来了，香椿

叶片上还挂着露水。老爷爷名叫高华，今年

70岁，种植香椿已经 45年，“采收香椿就得

趁着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天大亮以后采

回来的香椿很快就会打蔫儿”。

“由于香椿采摘时间短、贮存难以及运

输不便等原因，村里一直不敢扩大种植面

积”，高华告诉孟雨晴，他们每年只摘取头

茬的香椿，二茬不会采收，因为根本卖不

掉，这也导致村里每年少收入 30万-50万
元。她还了解到，老人没有其他收入，每年

只能靠卖一季的香椿来维系生活。

老人的状态深深触动了孟雨晴，“我学

的是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能否利用

所学，让香椿助村民增收？”

向老师请教后，孟雨晴便和同学组建

了“不负椿光”团队。

香椿好吃，但产业化有 3个大难题：亚

硝酸盐含量高、保质期短、副产品防腐剂含

量高。

香椿中亚硝酸盐含量高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消费者，“确实曾经出现过因为食用香

椿而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的案例”。据孟雨晴

介绍，亚硝酸盐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列为 2A类致癌物，现实中消费者

因过量食用香椿中毒的事件也时常发生。

老乡们也经常吃，为啥不会中毒呢？乡

亲们笑着回答孟雨晴：“傻丫头，用开水焯

一下试试！”孟雨晴回来试了下，“原来热烫

可以降低亚硝酸盐含量”。

基于此，孟雨晴和小伙伴请教老师，反

复试验，通过甄选 5到 10厘米的香椿嫩芽，

添加含有烯二醇基的食品原料进行高温杀

青，最终实现了有效降解亚硝酸盐并将硝

酸还原酶灭活。

此外，针对保质期短的问题，孟雨晴和

团队成员通过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考虑到加工和储存的可行性，我们最终选

择了香椿酱这种深加工方式”。

“为了使其口感更加浓郁，我们几乎尝

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除了常规操

作，将香椿切碎，然后经过炒制，把它做成

酱。我们还把香椿进行瞬时急冻后，将它磨

成香椿粉，加进香椿酱里。可以说，你虽然

只买了一瓶香椿酱，但是里面却浓缩了成

百上千根香椿芽的精华。”孟雨晴说。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
徐徐展开

虽然孟雨晴和团队研究的“脱毒香椿”

已经小有名气，但在父母的眼中，她依然是

个让人操碎心的孩子。

很多选择或许都有偶然性，但孟雨晴

选择香椿、选择做“新农人”，是长时间的

“密谋”。

孟雨晴当年高考后，瞒着父母填报了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专业。

出生于农村的孟雨晴，小时候曾跟着父

母一起劳作，看着他们每天起早贪黑，面朝

黄土背朝天，可是一年到头还挣不到多少

钱。那时候她心里就有一颗种子播下来——

“就想通过考农业院校，用技术致富”。

实习开始后，父亲经常打来电话，让她

找一份“不湿鞋子不脏脚”的城里工作。

不想伤父母的心，也不想委屈自己，孟

雨晴在研究香椿脱毒上格外卖力，“一方面

是想帮老乡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也想向父

母证明我可以”。

现在，孟雨晴的父母看见她“小事业”

做得有声有色，忧虑也烟消云散了。

技术难关攻克后，说服村民接受这些

新技术也是个难题。

苇水子村种植香椿已有五六百年的历

史，据说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但是以

前村民仅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一直没有

形成规模，再加上这里属于丘陵地带，种植

传统农作物规模小，收益也不好。村民对新

兴技术比较抵触，没人愿意拿这一年只能

采一次的香椿来冒险。

孟雨晴挨家挨户做村民工作，终于有

几个村民心动了，打算跟这个“黄毛丫头”

试一试。

现在，“不负椿光”团队依托坐落在北

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苇水子村的“北京科

技小院”平台，致力于香椿的贮藏保鲜、深

加工和产业发展研究，为香椿产业升级贡

献了一分力量。“不负椿光助农模式”也已

经在北京落地试点，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包

括香椿种植基地、香椿酱代加工、香椿酱销

售等。项目首年预计可收购 4 万斤香椿用

于生产香椿酱，第三年预计可收购香椿 25
万斤，销售额预计可达 1432 万元，为村民

增加收入约 188万元。在带动就业方面，第

三年预计可直接带动就业 50人，间接带动

就业约 2000人。

据了解，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自 2019年
启动“北京科技小院”建设工作以来，依托

多年的科技挂职服务机制和精准帮扶落地

项目，选派学院专业教师长驻帮扶，服务方

向涉及特色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综合开

发利用等方面。通过打造“一村一品”特色

富农品牌，北京科技小院“小院落”正逐渐

做出“大成效”。

看见经过改良后香椿能卖出真金白

银，渐渐地，村民“拉下脸面”，跑到孟雨晴

那儿学技术。

“看到老乡们的笑容，我们团队也真实

地体会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一件多么

令人自豪的事！”孟雨晴说。

特别是今年，到了吃香椿芽的季节，北

京门头沟区苇水子村的游客也比平时多了。

有了今年的好收成，高华的信心也更

足了，“下一步，我要扩大种植规模，提高香

椿品质，让更多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来自

苇水子村的香椿”。

探访乡亲们口中的“香椿公主” □ 吴颖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欧可茵 （广州新华学院）

在社交媒体繁荣发展的
时代，微信朋友圈俨然成了
展示个人魅力和传播信息的
重要窗口。但互联网上的信
息过载、内容泛滥使许多人
开始追求高质量的朋友圈和
点赞，朋友圈已经逐渐脱离
了原来分享生活、记录日常
的初衷。一些人时刻关注着
朋友圈点赞数，被朋友圈束
缚在小小的一方天地。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也
成为在意朋友圈点赞数的
人。别人热闹的朋友圈，点赞
数和评论量可以突破几十甚
至上百。而自己的朋友圈点
赞数却寥寥无几，甚至连好
朋友也没有为我点赞。在发
完朋友圈的几个小时内，我
总是忍不住关注“小红点”，
习惯性地查看自己的点赞
数，或者是留意有无共友点
赞了别人的朋友圈而没有点
赞自己的朋友圈……我甚至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
的朋友圈内容枯燥乏味？

长此以往，在每一次发
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刻意
寻找能够吸引大家点赞的
内容：精美的自拍角度，有
趣生动的生活 Plog，再配上
看似漫不经心但是仔细琢
磨过的文案……渐渐的，我的朋友圈早
已变了味，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不
再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而是变为表
现自己的工具，我渴望在这其中得到别
人的关注。

作家阿兰·德波顿写的《身份的焦
虑》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
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
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在很多
时候，我们是通过他人的反馈才建立起
了对自我形象的认知，而点赞显然是他
人对自己一种良好的反馈。在他人点赞
朋友圈的过程中，不仅向自己传递了关
注，传递了认可，也传达了赞美；并且点
赞的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手指下滑、停
顿，只需要轻轻一点，不需要多余的回
复，不需要敲击键盘，不需要组织语言，
更不需要太多其他的互动。

但是一部分人容易将自我价值依托
于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并将点赞数视作
他人对自己认可的标志。我们总是喜欢
用数字去量化做一件事的价值，所以发
出一条点赞上百的朋友圈似乎比自己少
有的几个赞的分享更加成功。

在心理学上，将“自己和别人作比
较”的现象称为“社会比较”。总是习惯性
地将自己与他人的朋友圈点赞数进行比
较时，就是一种“向上比较”。但往往由于
自己的攀比心和虚荣心，才让这种“向上
比较”在朋友圈点赞这件事上变得有害：
别人的朋友圈有高点赞量，别人能发的
高品质朋友圈，自己也要有，而且自己要
做得比别人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
直不停地在与他人比较，不停地追赶他
人的脚步，企图通过超越他人来满足自
己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迷失
自我，也开始忘记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出
发的。

人的价值绝不是由点赞的数量决定
的。在过于在意朋友圈点赞这种现象的
背后，让我们自卑、焦虑的从来不是自认
为被遗弃和孤立的状态，而是被我们忽
视的攀比心和虚荣心。我们需要正视这
种情绪，将心态摆正，才能真正认识人生
的价值。

其实，朋友圈只是一个展示自己日
常生活的平台，过分在意他人的点赞，就
相当于让自己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

自在随心，我们并不需要用这种方
式来增加自我认同感，而是应该尽情分
享我们的精彩人生。它可以是自己随手
一拍的照片、此时此刻的心情、自己爱吃
的美食抑或是几句对生活的吐槽……朋
友圈本身就是自己记录生活、表达分享
欲的舒适区，而不是用来进行攀比的工
具。过于关注点赞数会使我们精神更为
紧张，不停点开微信看右下角有没有出
现新的“小红点”，这种焦虑反而让我们
慢慢远离了发朋友圈的初心。

试着放下对点赞数量的焦虑，摆脱
冰冷数据的自我束缚，尝试回归本心，找
寻美好真谛。正确运用自己的朋友圈，分
享生活的每一刻欢喜，为人生旅程留下
美好的回忆，这是发朋友圈的意义，或许
更是互联网社交的价值所在。

（中青校媒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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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朋友圈 别人的朋友圈

团道外区委始
终坚持“勤勉务实、
团结奋进、创新发
展、服务青年”的工
作原则，充分发挥
青年志愿者在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助力疫情防控、
禁毒宣传、创城攻

坚、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区志愿者项
目办被团黑龙江省委评为省级年度优
秀项目办。为了大力推动服务青年体
系日益完善，成立“创业导师团”和见
习基地，开展就业培训两场，提供见习
岗位600余个，受益人数近2000人。作
为“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试点
区，组织 117 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我区
实践，促成城市与青年学子的“双向奔
赴”。筹措拨付贫困青少年帮扶资金
12万余元，帮扶青少年230余人次。其
中，“百年道外、青春同行”线上健步走
活动被团黑龙江省委评为青年之家优
秀案例。

通讯员 梅传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求职”“招聘”等话题最近热了起来。

求职大军中，还有一群银发老者也在寻找

再就业机会。83岁的退休工人、67岁的退休

教师……不同年龄阶段老人的“再就业”问

题和故事，牵动了安徽一位大四女生的心。

今年年初，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网

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林馨毕业设计定下调

研“银发族再就业”的主题。

林馨记得，3 月 3 日，在安庆市迎江区

一个社区里，她偶然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安

庆市灵活用工市场”宣传页，便按上面的地

址前往安庆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在那

里，林馨碰到了许多询问招工信息的退休

老人，67岁的吴华（化名）是其中最执着的

一位。

“退休后闲在家里很不习惯，就想找点

事情做”是吴华的求职心态。“虽然都是退

休后想找点事情做，但目的各有不同。”林

馨在寻访了不同的银发群体后说。

一位 83 岁的老奶奶自 1991 年从纺织

厂退休后，在安庆市人民路步行街摆摊做

小生意至今。“我没什么文化，退休后工作

又不好找，自己摆摊好上手而且比较自

由。”她先后卖过邮票、电话卡，现在在卖手

工编织绳。她称工作是一份精神寄托。

一位退休前任职于某高校的老人，退

休后看到市委组织部招聘党建工作指导员

的文件，他申报并通过审核遴选，被派驻到

一家非公企业做党建指导工作。

也有一部分老人是为了缓解经济压

力。73 岁的金祥从银行退休后，因家中负

债，便出门打起零工。

通过寻访和查阅资料，林馨发现，银发

族渴望重返职场的“热切”和招聘市场的

“冷落”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老人依据过

往的职业经历与工作技能寻找工作，他们

也更希望从事有技术含量的岗位。然而由

于招聘退休人员的企业少、对口的岗位更

少等原因，使一部分老年群体面临求职难

的困境，他们只能在环卫、保安、保洁等服

务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选择。”

“我只是想找个保安的工作，为什么也

没有消息？”吴华曾咨询过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的工作人员。吴华曾在铜陵市一所小

学做数学老师，退休后随子女搬到安庆，并

在一所医院做电话接待。两年后吴华辞职，

希望找一份待遇稍微好点的工作。

“对于部分用人单位而言，考虑到帮

65 岁以上老人购买人身意外险和商业险

的成本较高，基本上不愿为其购买。失去这

一层保障后，聘用 65岁以上老人的风险就

高了很多。”上述工作人员坦言，目前面向

退休群体的岗位很少，大部分用人单位都

将年龄上限设置在 35岁到 45岁之间，只有

小部分基础岗位或许会放宽年龄。

林馨发现，一方面，伴随年龄的增长，

求职者面临身体机能老化、知识更新缓慢、

工作状态下滑等不可控因素的增加；另一方

面出于工作效益、用人风险等各方面综合考

虑，用人单位更倾向于聘用年轻人。

此外，林馨在浏览招聘信息时看到，一

些愿意招收退休人员的岗位明确规定应聘

者要提供退休证，这对于临近退休的求职

者来说又增加了难度。

也有用人单位认为，年龄不应该成为限

制，有时反而是优势。林馨回忆，一家房地产

公司的人事经理曾表示，他们公司招聘销售

不限制年龄，只要沟通能力好、身体健康且

愿意从事销售就行。事实上，一些行业属于

“越老越吃香”，对于用工单位来说，具有长期

行业积累的银发打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承

担经验分享、规则制定、任务指导等工作。

林馨调研得知，当下一些看中经验的

专业技术类岗位或管理岗位会返聘退休人

员，但大部分初老群体找工作主要通过子

女或亲戚朋友介绍。大部分线下招聘市场

和线上招聘平台都没有老年人求职专区。

为拓宽银发群体的求职渠道，2022年 8
月，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

的“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林馨登录网站打

开“求职招聘”专栏时看到，招聘岗位涉及养

老、教育、行政、管理、技工等领域，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部分银发群体的再就业需求。

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林馨经

过一番比对后发现，一些专门针对老龄人

求职的网站，更适用于受过高等教育且有

一技之长或有过学校、国企、机关单位等工

作经历的银发群体，招聘岗位也多分布于

一线城市。

“其实我更希望由社区对接老人和市

场的双向需求，弥补信息差。相较于虚拟网

络空间，社区更方便更熟悉，也更适用于文

化水平和技能有限的银发求职者。”即将在

今年 6 月退休的余强提出自己的设想。他

提议，可以由政府牵线在社区内开展技能

培训，有意向的银发群体可以报名学习，如

果有相关岗位招聘的话，培训班内符合条

件者可以报名，以此扩大老年人再就业范

围、丰富老年生活。

相较于银发群体在求职中遇到的问

题，法律困境是银发求职者常遇到但容易

忽视的痛点。林馨了解到很多老人并不清

楚自己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协议性质，也不

具备维权意识。

“此前我很少关注民生话题，几个月

来，感觉自己在‘打怪升级’，不断克服困难完

成调研。”林馨表示，这段特殊经历让她体验

了社会百态，也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更

被一些老人积极的生活态度所感染。

特别是和余强的交流让林馨感触颇

深。访谈最后，余强问林馨：“做调查能否

帮老年人求职解决实际

问 题 ？”那 一 刻 她 感 受

到，自己做的不仅是一个

毕业设计作品，还承载着

许多退休老人对再就业

的美好愿景。

大四女生毕业设计为啥关注“银发族”再就业

林馨在进行毕业设计走访调研。 受访者供图

左图：孟雨晴（右一）正在和团队伙伴一起采集香椿芽。 右上图：孟雨晴正在检测香椿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右下图：孟雨晴（左一）正在和当地村民交流香椿种植经验。 受访者供图

团福清市委坚
持聚焦共青团主责
主业，创新开展两
新团组织建设工
作，充分发挥青年
企业家协会、青年
创业促进会的示范
引领作用，让青春
在福清经济建设发
展事业中闪光；积

极打造团团学习社——“学习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宣
讲、“扬帆好年华，圆梦最福清”系列研
学活动、青春玉融交友联盟等一批“小
而实”的品牌项目。我们将进一步贯彻
落实“三争三领”行动部署，团结青年
为建设最优最佳、卓越超越的“最福
清”贡献青春力量。

团福建省福清市委

副书记 魏原野

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委书记 吴迪

【记者手记】

在希望的田野上，做田野上的希望

在田间地头这个大课堂里，孟雨晴
结合自身所学，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理
念、新思维带给了农民，帮乡亲们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渐渐地，孟雨晴也深刻感受到，“农
业科技成果要走出校门，真正服务农
业、走向农村、造福农民，才是农业人的
情怀”。

在孟雨晴的影响下，农业技术在苇
水子村越来越受重视。据孟雨晴介绍，原
来听到老人说得最多的是“好好读书，不
然以后只能回来种地。”现在村里老人们
的观点也在慢慢改变：只有学好文化知
识，以后才能好好种地，才能带着乡亲们
一同科学种地，也希望自己的孙子孙女
可以回到农村。

曾经，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村生活，是很多农村学子的梦想。如
今，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
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些年轻
人毕业后，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他们不
仅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而且能很
快地接受新技术、使用新技术，他们把
青春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让“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时代课题有了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