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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郑嫣然在“牛耕部落”的志愿活动中认
识了“有牛哥”杨正熙，“刚开始就是同事关系，我们
两个一起工作，相处的时间比较多。我在他的影响
下，对于村子里的老种子保护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也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郑嫣然说。

在“有牛哥”眼里，郑嫣然是个特别稳重的“90
后”，生活很独立，思想比较成熟，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也很高，“她很少买深加工的食品，平时的生活习惯
很养生，所以她对我们这边的农作物很感兴趣。”共
同的价值观，让两人情投意合。

不久后，郑嫣然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并且告
诉父母她想要嫁到贵州大山。“刚开始爸妈很担心、
不同意，后来‘有牛哥’亲自到我家里提亲，和父母聊
了很久。爸妈看见他有担当、做事沉稳还能包容我，
最后也同意了。”回到贵州，“有牛哥”和郑嫣然在大
山的有机梯田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郑嫣然帮助“有牛哥”一起做家乡的老种
子保护工作，并利用自己所长，助力贵州大山里有机
农作物的市场化，“我空了就拍短视频、写文章、做直
播。”郑嫣然用镜头记录下大山里的美好风景、当地
原始的牛耕过程、山里的胭脂紫米如何烹饪……郑
嫣然说，她在分享真实的食物、真切的人心和返璞归
真的生活方式，“慢节奏的生活中，我收获了满满的
价值感，因为我可以真真切切地为当地村民和农业
做一些工作。”

如今，郑嫣然成了贵州黎平县文旅推荐官，她想
把大山变得更加丰富多维，有更多精神和文化服务，
能吸引更多有追求的人才来到大山里。她对现在的
生活很满意，她和“有牛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据《扬子晚报》

“90后”女孩郑嫣然曾
经是河北某大学的一名老师，

一次前往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志愿活
动，让她被那里纯天然的土地、干净无污
染的自然环境和淳朴民风所吸引。在山里
生活一段时间后，她和大她十几岁的“70后”
汉子“有牛哥”相识相恋。“有牛哥”曾是一名
乡镇领导干部，2012年辞去镇党委书记职务
致力于黔东南地区的老种子保护工作。向
往自由和田园生活的郑嫣然远嫁贵州大
山，和“有牛哥”一起成了“老种子守护
者”，把不打农药种出的有机农作

物推广到全国，助力当地乡
村振兴。

郑嫣然和杨正熙最终在大山里牵手走到了一起。杨正熙下地干活。

“90后”大学老师辞职远嫁贵州大山
与侗族丈夫一起做“老种子守护者”

郑嫣然出生在河北保定，独立、爱自由、有主
见。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她多
次去国外旅行考察，去过二十几个国家。读书行路
阅人的经历，让她越发追问自己是谁，自己的人生
价值是什么？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和生活才是遵从
内心的声音……兜兜转转，已过三十，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父母希望她稳定下来，在家乡找个门当户
对的人结婚。

在父母的建议下，郑嫣然在河北找了一份大学
老师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后，我总感觉这样重复
的、规则较多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于是郑嫣然经
常利用寒暑假去一些风景优美的村子里旅行、考
察。有一次，她偶然看到一则新闻，是央视对贵州
黔东南一个村子里复古传统农耕模式的报道。“我
看到镜头里郁郁葱葱的植被，瞬间就被那种张扬的
生命力所感染，我想一定要去看看！”郑嫣然在网上
查询这个村子更多的资料，那里成立了一个名为

“牛耕部落”的农业合作社，土地资源丰厚，山清水
秀，“我看到那里还招聘志愿者，于是毫不犹豫地报
名了！”

踏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
重镇的梯田时，郑嫣然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山
连着山，温柔地起伏，眼前所见一片翠绿。这让从
小在城市长大的她感觉自在极了，“好像肺里的细
胞都被激活了！”于是一整个假期，她都留在那里，
做一些文字视频工作，空余时间，她和村民们一起
下田耕种、下河捉鱼。

“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我越感觉到这里是灵
魂栖息处。我在这里找到了呼吸感。”不过，郑嫣然
说，随着工作的深入，她发现这里风景如画、土地肥
沃，但想要留住传统的种植模式仍旧遇到了一些问
题，比如如何让村民们去种植原本收成没那么好，
但十分珍贵的农作物，保留下风味独特的“老种
子”？如何让村民们不为了增加收成而给作物打农
药，防止土地污染？如何将深山里好的农作物推广
出去？

郑嫣然觉得，如果这里的农业得不到好好保
护，这种纯天然的资源就会流失，这让她感到心痛，
所以她决定留下来，为这份保护原始乡村植被与种
子的重任出一份力。与她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一
位“有志之士”，就是“牛耕部落”的创始人——被村
民们称为“有牛哥”的杨正熙。

在“牛耕部落”郁郁葱葱的梯田间，总能看到
“有牛哥”杨正熙忙碌的身影。他是一名“70后”，土
生土长的“山里娃”，也是黎平县尚重镇洋洞村的第
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杨正熙回到家乡，先后
担任过黎平县国有林场副场长、林业局副局长、乡
镇镇长及镇党委书记。2011年，当时还是镇长的杨
正熙下基层走访，在岑卜村的一户农家做客时，尝
了一碗这家老人自酿的米酒后赞不绝口。然而，第
二年他再次登门拜访，想要商量开发这款酒时，却
发现已经酿不出来了。“因为喜欢喝这种酒的老人
去世了，家里其他人嫌酿酒的稻谷产量低，没人再
种。就这样，用来酿酒的岑卜村高秆小麻红米绝迹
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特别后悔，想着要是早
去的话是不是就留住它了？”思虑再三，杨正熙决定
辞去镇党委书记职务，成为一名科技特派员，专门
从事种子的搜集和培育工作。

2014年清明节前夕，正在寻找老种子的杨正熙
碰到一位村民挑着一担紫米稻谷下山，“村民和我
说，之前家里种这种紫米是因为奶奶对它有感情，
这是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去她家第一次做客时带
的。他爷爷去世后，奶奶一直想吃这种米，所以家
里一直种着。如今奶奶也去世了，所以家里人不打
算种了，就想把剩下的谷子打成米送亲戚。”杨正熙
说，他仔细地观察了这种紫米，非常香，品质也很
好，“于是我当即把这些谷子都买下来，后来我在古
书上找到了对类似米的记载，我就给它命名胭脂紫
米。”

杨正熙说，贵州地区引进新品种很难，本身的
自然条件不匹配，很多新品种难以大规模种植。“像
胭脂紫米一样的老作物品种，因为种的人越来越
少，好多都流失了。我觉得这些老祖宗留下的老作
物种子应该保留下来，并且组织村民们规模种植，
然后利用互联网渠道推广出去。”

12年间，杨正熙的足迹遍及黔东南榕江县月亮
山区、广西三江、湖南通道等侗族聚居地区。他四
处搜集老种子，并将在各地搜集的种子带回家乡，
分区保存、种植。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珍贵的种
子，他在村里先后兴建两座种子博物馆，成为“老种
子守护者”。他还成立了名为“牛耕部落”的农业合
作社，带动乡亲们一起靠有机农业增收致富。杨正
熙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先后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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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镇党委书记职务去保护老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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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山为乡亲做点事CA B

郑
嫣
然
和
杨
正
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