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本来就是收获的季节，稻
香在田野里弥漫。

一畦畦翠绿的小菜，在枯黄
的野草面前仪态万方。木栅栏里
刚刚播下的种子已探出了小脑
袋。还有池塘的另一边，几行水
稻就满是收获的气息。

农林大官塘农学基地里，大
学生握着瘦长的镰刀，弯着腰收
割着金黄。

一捆捆水稻躺在田埂的枕头
上，望着秋日高高的天空，“那情
景仿佛是梵高笔下的油画”，参加
水稻收割的吕成同学，和伙伴们
一起在经历辛勤劳作的同时也享
受着收获的喜悦。

吕成和同学们都戴上了斗
笠，挽起裤脚，扛起锄头，一改往
日书生气。“嘿咻嘿咻⋯⋯”收割
水稻的劳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看着这美丽的秋收画面，我
忽然明白原来秋收不只是人们的
辛劳耕作，更是自然对人们的馈
赠。感恩自然，保护自然，我想这
就是秋收给我的启示。”大学生吴
金波这样说。

“劳作后方有彻悟，农作不
易，且行且珍惜。”大学生傅宇静
这样说。

“秋收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
光，代表成果，代表成功，然而，这
一个季节也需要格外付出汗水，
因为成功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容
易的事，因为成功本来就需要付
出许许多多的努力，需要经过太
多的坎坷艰难，才可能获取的东
西。”大学生寿文婧这样说。

“虽然割稻子很累，但是秋收
本身就是一件美好喜庆的事，我
很荣幸见证这一年的丰收。这一
次劳作体验是我进入大学之后上
过 的 最 特 别 也 最 有 意 义 的 一
课。”大学生杨雪柔这样说。

这样的秋日私语，在劳作的

体验中越积越多。
“我们村官学院的学员在课

上学习过理论知识，但很少有机
会去实践操作，甚至根本不知道
水稻怎么收割、锄头怎么拿。”农
林大村官学院指导老师叶斌老师
说，“鼓励学生动手干农活，学会
相关的劳动技能，才可能真正体
验到农民的劳苦。”

卓莉莉是文化学院广告专业
的一名大三学生，来自杭州，她
说：“扛起锄头的那一刻我才知道
农具也是不好把握的，而在我成
功收割到第一捆稻子时，我才知
道劳动后的快乐感是这么强烈。”

大三学生王鸿剑是农学院园
艺 专 业 的 ，虽 然 学 的 是 农 学 专
业，但实际上从小打大没怎么干
过农活，“耕种这些实实在在的
农业劳动增强了我与大自然的
感情，在亲身实践中，我也真正
体会到了‘劳动最光荣’这句话
的意思。”

秋风起，收获一地金黄⋯⋯

秋日私语——劳作中的实验

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农学基地——

躬耕校园de青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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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柴草归剁粮归仓的时候。一
场躬耕校园的青春实验，抓住了
秋天丰收的尾巴，在浙江农林大
学东湖校区上演。

这是有着 56 年底蕴的劳作
——作为成立于 1958 年的农林
类高校，浙江农林大学从建校第
一天开始，就将“劳作”设置为该
校学生的必修课，学习使用锄头
等工具是当时每一位学子必须
掌握的技能，甚至老校区的不少
老房子、运动场都是当时学生一
砖一瓦参与建设的。

春夏秋冬，寒暑更迭，在劳
作中学会感恩自然的传统绵延
至今。浙江农林大学近 3000 种
植物、14 个专类植物园和 8 个特

色植物园、总面积将近 3000 亩的
校园，全部“承包”给大学生义务
管护。校园里 50 多亩的小农场，
在德清建立的 500 多亩的实习农
场，都为大学生创造了躬耕校园
的条件。这个学期开始，每周一
次的劳作课从点到面，在农林大
学子中全面铺开。

“这个春天，一节青藤，我把你
流落在这片静土。雨水浇在叶上，
春风吹在心头，你从此春华落落
⋯⋯今秋风来，你叶片流光，青青
一地，把绿意画尽，纵丹青笔美，难
及深情⋯⋯”农林大学子刘修鹏在
躬耕校园中与土地结下的感情，在
他的日记里流淌无疑。

青春与土地交融，收获的是
意想不到的教育硕果。

农林大农作园番薯地里的
番薯熟了，宽大厚实的藤叶把土
地遮得严严实实，一阵风吹过
后，犹如无边无际的绿波在涌
动，整个田地像被灌冲了新鲜的
血液般脉动不息。

来这里的大学生们正在体
验的是一堂“劳作竞技课”，谁掘
挖出的番薯最大最多谁就是获
胜者。

一组组队员扛起锄头有模
有样地在满是绿藤的地上翻扒，
有人手法娴熟，每每都能挖到完
整的番薯；有人生疏劳作，一锄
下去，可怜的红薯一分为二。

拨开密密麻麻的绿，泥土下
掩藏着红薯如河中小鱼吐泡泡
若隐若现，脚下的都是生命。

大学生黄芃是第一次体验
“劳作竞技课”，在人堆里，像模
像样一锹一锹地挖着，一下，两
下，三下，“喀嚓”一声，尽管声音
很小，但还是很让她喜出望外，
急忙翻开土，一个红番薯被铲成
了两半，一半躺在刚翻开的黄土
中，一半还镶嵌在脚下的泥土
中，黄色的碴口亮亮的，还往外
渗着水分。

黄芃弯下腰，跪在地上小心
地用双手把它的另一半从土中
扣出来，像呵护一个刚出世的孩
子般，把两半合在一起。红薯鲜
红的表皮撩人醉，淡淡散发出夹
杂泥土味的红薯香，捧着它时内
心的美妙满足不言而喻，“对土
地的热爱，执着，不舍，没有亲自
付出过的人无法理解。”黄芃在
这个天地间的自然大课堂里感
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课
后，她在记录本上写下这样的感
悟：“铁锹如油灯照亮了这片土

地，这些土里盛产的庄稼是如此
惹人怜爱，我真的体会到了，为
什么土地会得到农民年复一年
世世代代的深情眷恋。”

很多大学生都从小长在城
市，从来没有看到过收获季节
人 们 在 田 野 里 秋 收 的 热 闹 情
景。“现在的学生大多数五谷不
分，基本没有干过什么农活。”
农林大华实园农学基地的指导
老师叶志明说，“通过劳作课学
习干农活，自己亲自握锄头、拿
镰刀、割稻子，不仅能让大学生
见证稻谷的生长和收割过程，
增强了从事农业必须的动手能
力，还能学习到很多课本上学
习不到的知识，比如，锄头拿在
哪个位置才能使上力，镰刀怎
么使唤最得心应手⋯⋯都是有
学问的。”

第一次在农作园里参加完
劳作的大学生董伟说：“我们明
白了汗水，也明白了收获。在阳
光下，每个人都俯身靠近土地，
用手去抚摸土地，湿润的土地凉
凉的，也是可敬可爱的，因为她
为我们孕育了果实，养活了土地
上的每一个人。”

“挖番薯，看似多么平常的
一个活动，真正地参与其中后，
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寻常。”大学
生卢枫在劳作中明白了“不劳而
获”是多么可笑，“在得到丰硕的
成果之前，我们都得刨开一层层
的泥土。要想顺利地挖到番薯，
伙伴们的协助也必不可少。单
靠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挖到最大
最好的那个。这样看来，我们的
生活何尝不像这个过程，品尝战
利品的甜蜜滋味，也只有自己奋
斗过才能真正体会。”

一地秋实——土地里的收获一地秋实——土地里的收获

农林大的华实园基地，为大
学生的“劳作课”已经划出了大小
不等的 22 块地，分别由 22 个农林
类专业的班级耕种，每块地耕种
的果蔬都事先规划好，有黄瓜、番
茄、菠菜、辣椒⋯⋯林林总总。

农林大学生张丽文所在的农
学 132 班负责的这块地总共不到
20 平方米，种的全部是土豆，土豆
苗是基地提供的，大学生负责种
植和今后的管理。

张丽文和同学劳作的地方被
称为华实园，取自“春华秋实”的意
思，位于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B
区和C区学生公寓之间，是一片总
面积达数十亩的校内小农场。

这个平常由农学院负责管理
的农场，是农林类学科的科研人
员培育果蔬新品种、开展各种实
验的场所。从去年年底开始，为
了更好地提升农林类学生的专业
素养和对农业的情感，学校专门
开辟出一亩多土地，提供给各个
班级耕种和上“劳作课”使用。

“经过前期报名、审核等环节，
总共有22个班级600多名学生，最
终成为华实园的‘农民’。我们根
据报名情况，将这一亩地划分成了
板块分配给不同班级的同学耕
种。”农林大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朱

军说，华实园既是学校的实验农
场，也是教学实践基地，通过鼓励
学生耕种的形式，来提升大学生从
事现代农业的基本技能。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从事农
业生产，农学院还专门聘请专业
教师，选育了各种果蔬的小苗分
配给学生耕种，并指导学生对田
地进行施肥、翻整、起垄等。

“今后，22 个班级团体将按照
相关的管理细则进行种植和管
理，学院也将在年终组织专业老
师对各个班级耕种情况并结合日
常管理，进行考核并评出先进团
队，激励同学们更好地耕作好自
己的土地。”负责指导学生耕种的
辅导员老师贾路路说，华实园是
集教师科研、学生实践为一体的
实验基地，希望通过师生共建的
形式，提升实践育人的效果。

食品安全系的王程宽每一周
都要上一堂劳动课，指导老师教他
们班种的是生菜，一开始，这些从
来没有种植经验的大学生们，将种
子埋得太深，发不了芽，没种成功，
折腾了几次，才算有了成果。

“看似简单的劳作，其实很有
讲究。”王程宽感叹说，“通过参加
耕种我不仅学习到了从事农业耕
种的基本技能，也进一步提升了

对农业的感情，集体劳作还特别
能够提升班级集体荣誉感。”

除了拨出土地给大学生躬耕，
农林大的学子们还有机会去农村拜
师，跟着农民“师父”手把手体验农
活。

“大学生来农村体验农活算
是个新鲜事。刚来的时候他们对
农村里的环境还不太习惯，锄头、
耙子都分不清。后来慢慢学着下
田锄草、割稻，也干得很起劲。”金
永根是临安市於潜镇扶西村的农
民，也是不少农林大学子的农民

“师父”。
在劳作中成长的大学生钱佳

颖现在真是体会到了“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的意思，她确信：“每一份
收获都需要付出加倍的汗水，每
一次劳作都是品质的锻炼。”

“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本就
有很多机会接触大自然，享受天
人合一的美好，但后来由于求学，
选择了远方，但仍不忘儿时在蓝
天白云下劳作的滋味。”即便是对
从小就接触过庄稼的大学生孙若
闻来说，这样的劳作也别有意味，

“土地永远如母亲一样滋养着我
们，汗水落入土地，感觉心里特别
踏实。”

春华落落——课堂上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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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世界再美，也要有风。

微信号：youfenglai_zjrb

本报联合浙江农林大学 10
月 14 日发起的“微影像·秋收进
行时”活动落下帷幕，半个多月
来，收到参赛作品 3000 余件，经
过海选、初选、终审等环节评选
出奖项如下：

一等奖 1 人：李锦威；二等
奖 3 人：周亦、赵佳茜、黄秋晨；
三等奖 5 人：Gsptive-mo、tianyi、
陈涵朴、M 大酱、我是个大番薯；
优秀奖 10 人：孙嘉奇、阳光人
生、土豆、年少&茴忆、孙楠、缪敏
亚、橘色虾米、温柔懒懒的风、吴
定亭、头像是个兔子脑袋。

获奖者请于 11 月 10 日至 14
日 领 奖 ，领 奖 咨 询 电 话 ：
0571-63740022 尧老师 获奖者
凭本人身份证以及秋收照片原
图领奖。

获奖名单揭晓

二等奖作品 黄秋晨 摄

一等奖作品《剪影·丰
收梦》组图 李锦威 摄

二等奖作品 赵佳茜 摄

二等奖作品 周亦 摄

三等奖作品 M大酱 摄

三等奖作品 陈涵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