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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城市“农夫”的
田园梦

立志找回菜有菜香、肉有肉味的儿时味道
本报记者 孟燕

蹒跚起步

草根自组农夫市集

“济南农夫”是微博名，自我介
绍是“一介挨踢农夫”，面对记者却
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从事了
近20年计算机及互联网工作，不惑
之年的他渐渐对绿色食品和生态农
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经历了三
聚氰胺、瘦肉精等重大食品问题的

“洗礼”后，家里有小孩的他觉得忍
无可忍，通过QQ群、微博等聚集起
一批热衷于食品安全的农户和消费
者，形成了一个固定圈子，一起寻找
或团购放心的安全食品。

“当时农夫市集这种欧美流行
的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参与认证
农户的模式在北京、上海兴起，我们
也追踪学习了。”经过近一年的筹备，
第一届济南农夫市集蹒跚起步。2012
年元旦，“济南农夫”和其他志愿者们
在师大新村成功开集，在市集上市民
能买到黑土鸡、自酿葡萄酒、手工糕
点、纯蜂蜜等原生态农产品。

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市集

能持续组织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第二届农夫市集隔了整整一年才
举办。“销售不足、人气不旺会让参与
市集的中小生态农户产生消极情绪。”

目前，农夫市集已经陆续举办
了五届。困扰着“济南农夫”的还有
场地协调、农户考察、日常销售渠道
拓展、人员等问题。“比如人员问题，
由于市集目前尚未正式注册，仍属
临时性的公益组织。组织全靠职员、
大学生等志愿者，能够较多参与市
集工作的只有五六位，这远远不
够。”“济南农夫”感慨。目前,最大的
难题是场地。“第五届市集开集前因
为合作方场地不足，只能调整成了
迷你市集，多家农户合用摊位。”

上山下乡

两年访农之旅走遍全省

农夫市集的一项重要常规工作
就是走访农户、国内友集和支农组
织。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不是在市
集上，就是在访农的路上。”“济南农
夫”调侃道。从2011年筹办农夫市集开
始，两年多的时间内，“济南农夫”的足

迹几乎踏遍全省。访问考察的农户中
有不当白领当农民的29岁大学生，有
黄河滩上养鸡种菜的城市主妇，还有
莱芜养殖黑猪的年轻聋哑人……

“一打听到哪里有中小型生态
农场就很兴奋，开车就出发。”“济南
农夫”和其他志愿者们有时候一周要
走访一两家农户，多的时候能达到一
周四家。“走访过济南南部山区、莱芜、

章丘、高唐、潍坊等地的养殖基地，还
有一些国家农产品追溯基地。”“济南
农夫”表示，省外还去过上海好果多农
苑、安徽小团山香草农庄等。他的好友
石卫华表示，每年2万多公里的里程都
是访农“贡献”的。很多农产品的种养
基地都是在相对偏远的地方，上山下
乡、跋山涉水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因
为没有经费来源，所有的考察都是志

退休了，踏上单车出发

两位老人都是辽宁人，一位
叫梁国旺，今年70岁，另一位叫
王建衡，现年64岁。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决定
结伴骑行。”两人年轻时都喜欢旅
行，想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但工作
忙，没有时间实现这个愿望。

“现在好了，退休了，有时
间，身体也不错，就希望圆了这
个梦。”梁国旺老人说。

为此，两人一起策划了两个
月，制定了详细的出行方案，在
最终选择骑行之前，还特意进行
了针对性的身体锻炼。

“我们已经出发半个月了，经
过了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身体
一直感觉很好，最多的时候一上午
能骑125公里。每天吃三顿饭、睡七
八个小时，家人也全力支持，完全
没有不适应。”梁国旺自豪地说。

王建衡老人说，他们感觉做
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不仅丰富
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圆了年轻时
的梦，而且一路宣传环保，交了

很多朋友，“也算是为了环境保
护尽了一点自己的力量吧！”

真正见识了山东人好客

两位老人对山东人尤其是济
南人的热情好客印象非常深刻。

“在过了黄河大桥后，我们不
知道去市里的路，想拦个人问问，
没想到人家直接骑车把我们带到
了大路上。”王建衡说，这件事让他
对济南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在济南，两位老人还认识了一
位好朋友马玉英，从她那里真正见
识了山东人的好客。

因为同是骑行爱好者，马玉
英跟两位老人之前就有一些联
系。两位老人天气好时会撑起随身
带着的帐篷休息，遇到刮风下雨才
住旅店。等到他们到了济南，马玉
英担心住帐篷对他们身体不利，特
意给他们订了宾馆休息。在两位老
人逗留济南期间，马玉英担起了向
导的角色，一直陪伴左右，为老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两位老人欣慰的是，他们
在被感动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行

动感染了别人。有一对年轻情侣
了解他们的事情后，表示以后也
要像他们一样骑行。

更多的老年人表示钦佩。市民
王先生对记者说：“这个骑行很有
意义，既能锻炼身体获得好心情，
又能尽自己的力量宣传环保，没事
儿的时候我也要多骑车出门。”

明年将组织几十人骑行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南三
亚，下一站去徐州，中间要经过
江苏、浙江、江西、广州等地，差
不多有3000多公里，预计两个月
后到达。”两位老人介绍，接下来
将继续踏上梦想之旅。

两位老人表示，等到他们完
成此次旅行，会回到家中休养一
段，但不会就此跟骑行再见，而
是有着更远大的计划。

“现在有很多车友打电话给
我，关心我们的行程。还有很多想
要加入进来，等到明年要组织一次
几十人的骑行活动，希望更多的人
能参与进来，也邀请济南人民加入
活动。”老人信心满满地说。

愿者自掏腰包。
“主要是考察农户或者基地的种

植养殖方式以及防治措施。不打农药
的话，用什么防治害虫；不施化肥的
话，用的什么有机肥。”“济南农夫”解
释，只有亲眼看到农产品是怎么生长
出来的，才能放心拿到市集上卖。

“济南周边真正从事生态种养的
中小型农户偏少,”他坦言。即使是现
在从事生态种养的这些中小农户也面
临着市场销售的难题，因为生态农业
技术要求高、生产成本高，但是小农场
主的销售渠道狭窄，还要兼顾市场开
拓、储运配送等工作。“这就要求小农
场主是个百事通，而事实上却是不现
实的。所以急需一个类似农夫市集或
协会的共享平台来支撑。”

将来打算

建立农夫市集的自提点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是很
多都市人的梦想。这种一亩三分地、我
来耕种你来浇的传统农家小院式“田

园梦”，并不能成为求索食品安全的最
佳答案。

“我希望能把农夫市集做好，能和
合作的中小型生态农户一起把安全美
味的食品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起
找回菜有菜香、肉有肉味的小时候味
道，还有小时候的碧水蓝天！”“济南农
夫”说，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热爱，
因为热爱而“死磕”。

一方面是渴望吃到健康安全农产
品的市民，一方面是高得离谱的绿色
或有机食品价格。有机食品专卖店里
的东西价格高得吓人，怎么让市民吃
上健康安全又价格合理的农产品，是

“济南农夫”深思熟虑的事情。
为给中小型生态农户打造更多的

销售渠道，他们还开设了淘宝店，并筹
建市集体验实体店。“下一步的打算是
建立农夫市集的自提点，毕竟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不是长久之计。”“济南农夫”
解释，市集自提点是农夫市集的有效补
充或者说是将来主要的生态农产品供
应渠道，市集本身及体验店将扮演更多
的互动、体验、推介生态农产品的角色。

“在希望的田野上养鸡

种粮，一片冬麦高粱，十里荷

塘果香，”这一直是农夫市集

召集人“济南农夫”的梦想。

他和其他市集志愿者们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通过草根自

组的农夫市集和开心农场，

求索城市的餐桌安全，让这

个梦想逐渐开花结果。

身穿骑行服，脚踏专业单

车，两位新潮老人虽然从家乡

辽宁经过了长时间骑行到达济

南，却不显疲惫。接下来他们还

会继续出发，因为他们有一个

梦：“要趁身体不错，去看看祖

国的大好河山。”

年轻时没时间，退休后要到处看看

七旬老人要骑单车游遍全国
实习生 姜潇 本报记者 穆静

两位老人梦想骑单车游遍祖
国山河，顺便宣传一下环保出行。

实习生 姜潇 摄

▲“济南农夫”和其他志愿者的漫漫访农之路。(资料图) 受访者供图

▲今年元旦，第二届济南农夫市集开集。(资料图)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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