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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乡村孩子一个去
大城市学习交流的机

会、 全面感受一次城市生活，他
们的人生会发生怎样改变？

2020 年， 有六位来自云南
山村里的孩子，在高考后分别收
到了北大、人大、浙大、同济大学
等知名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几个
孩子不但考上了名校，而且对自
己的人生目标规划非常清晰，相
比很多村里的同龄人，他们的视
野和理想并没有因为出身乡村
而有所受限。

在这几位孩子的成长拐点
上，一个名为“城市职旅”的公益
项目发挥了关键影响。

“城市职旅”是什么？它从哪
里来？ 又将到哪里去？

是公益也是教育
用一种新方式连接城乡

作为“城市职旅”的发起人，
28岁的汪星宇，身上的标签足够
亮眼，他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毕
业于纽约大学，他曾在知识竞答
节目《一站到底》世界名校争霸
赛中夺冠，也曾入选福布斯中国
“30 岁以下精英榜”······但这
些，似乎都与乡村气息不沾边。

2017年，汪星宇回国创业，他
和伙伴联合成立了一家名叫“乡
村笔记”的社会企业，带团队走进
湘西、江浙、闽东南、东北等地的
乡村进行调研， 他想用教育连接
城乡，为城市孩子拓展乡村视野，
为乡村孩子扩展职业可能。

乡村笔记创立初期， 团队打
造的第一个项目叫“乡土研学”，
他们会组织城市孩子去乡村做研
学， 因为大多数城市人看待乡村
都有些“居高临下”的视角，汪星
宇希望能架起一座桥梁， 让外面
的人可以通过学习体验的方式，
用一种平等心去深入了解乡村。

而随着实际工作展开， 汪星
宇发现，真正有机会改变乡村的，
其实也不是依靠外面的人， 而是
成长在乡村的孩子们，是教育。

乡村教育最需要什么？在湘
西凉灯村的一次研学之旅中，汪
星宇认识了一位同龄人王珊珊，
这个乡村女孩 13 岁便走出山村
进城打工，当地的青年人大多如
此， 十几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结
婚生子后，拖家带口再去打工。

“与当地青年的交谈中，他
们会说很羡慕我们，说年轻时要
多读点书就好了，现在或许会有
不一样的生活。是大家读不起书
么？ 我发现并不是，国家对贫困
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还是挺大
的， 甚至会补贴大家去上学，但
很多乡村孩子不知道读书有何
用，所以很早放弃了学业。”汪星
宇回忆道。

为了帮乡村的孩子打开视
野，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实现
路径，2017 年 9 月底，乡村笔记
正式发起了一个公益性质的项
目“城市职旅”。 汪星宇表示，这
不是一个上来就明确了伟大情

怀和愿景的项目，更多是团队在
实地研学中，一边做事一边思考
催生的产物。

让优秀的乡村孩子
感受真实的城市

那些能够参加“城市职旅”
的孩子， 不是随机挑选而来，也
不是谁贫困就有优先权，遴选的
标准是需要找出那些未来对城
乡关系最有影响力的人，对这些
被选中的孩子进行“领导力培
训”， 让他们成为更多村里孩子
的榜样。

“真实的城市体验一定不是
那种带孩子们过来看高楼大厦，
看一看迪士尼乐园，逛一逛科技
馆之类的， 所有孩子出来之前，
我都会跟他们说这是一个教育
项目， 比学校的军训至少累三
倍。 但如果你用心体验的话，我
相信收获一定要比同龄人大得
多。 ”汪星宇说道。

被选中的孩子本身都足够
优秀，他们可以把在“城市职旅”
中学到的东西，回到乡村再分享
出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们成绩
优异、热爱生活、积极努力、有好
奇心，思想是打开的。

汪星宇认为， 除了课本知

识、读书考试，这些孩子更应该
接受真实世界教育，去看见世界
的多面性，增强适应能力，这才
有助于他们未来做规划和选择。

这些被选入“城市职旅”的
孩子，会去城市中体验至少三部
分课程：一是学习职业发展和生
涯规划等系统课程；二是做企业
参访，走进各行各业的名企参观
交流；三是城市体验，比如在大
学校园、凌晨 4 点的批发市场做
生意，去棚户区居住，早晚高峰
出门挤地铁等，体验有高有低。

他们可以身临其境地去感
受， 城市中不只有高楼大厦、灯
火繁华， 这里也有人情冷暖、职
场压力、生活艰辛，幸福背后需
要努力打拼，每个梦想的实现都
必须克服重重挑战。

目前，“城市职旅” 已经资助
过 360 余位乡村孩子去城市学
习，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些
孩子就像一颗颗被激活的种子，
有望让乡村变成希望的田野。

项目资金从哪儿来？
公益和商业有机结合

传统的公益项目很多都需
要“抢”资源。比如一共就只有那
么多善款，所有项目需要去争抢

这个资金，往往先争抢完善款之
后再去考虑做什么事情。汪星宇
则认为，新型的公益事业应该有
一个充满活力的模式和闭环。换
句话说，发起方有能力自己造血
或对自己负责。

据了解，“城市职旅”作为乡
村笔记旗下的纯公益项目，采用

“贴人不贴钱”的办法运营，员工
主要收入其实是靠“乡土研学”
业务创造的收益支撑，而“城市
职旅”公益项目本身会有三部分
资金来源， 例如 1/3 是公众募
资，1/3 是政府对口援建，1/3 是
基金会落地项目。

这是一套能被人看得见，类
似于咨询的模式，乡村笔记会通
过相关论坛、展会或比赛，让别
人了解到“乡土研学”的实际价
值和“城市职旅”的公益理念，不
少学校、文旅机构会主动来寻求
合作。

“某种程度上，这项公益事
业依赖于我们到底能为乡村发
展做出多大贡献。城市职旅做得
好，会提升大家对于乡村笔记的
认知。 而乡土研学做得好，可以
证明我们的落地能力，会有更多
资金和公益款项给到我们，让我
们把城市之旅做得更好，这是一
个闭环。 ”汪星宇解释说。

除此之外，近年来乡村笔记
还开辟了“乡间风物”项目，基于
现代发达的电商物流体系，让特
色农产品在城乡之间流通，打造
田间地头买手店，助力老乡创收
和乡村经济，这让团队的收益也
蒸蒸日上。

汪星宇期望能把乡村笔记
打造成一家社会企业，通过一种
商业模式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做得好不好
交给时间来证明

公益是一个非常低反馈的
事业， 效果如何反馈非常延后，
有时候需要坚持 3 年、5 年乃至
10年以上，大家才能知道这项公
益做得如何，这需要一份耐得住
寂寞、扛得住外界质疑的坚守。

自创业以来，汪星宇和团队
经历了很多难以表述的艰辛，因
为投入了确定性的时间，但成果
是不确定性的，有些同事也因奔
波太累而离开团队。但让汪星宇
欣慰的是，自己的团队和事业正
在逐渐被社会认可，也得到了教
育部、民政部、农业部等单位的
褒奖。

一些参加过“城市职旅”的
孩子在考上大学后，还表示希望
作为志愿者加入到乡村笔记的
公益活动中去，这让汪星宇和团
队更加有信心和动力。

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怎样
的？ 汪星宇表示，乡村孩子的教
育之外，那里的衣食住行、生活
冷暖也都是他所关心的， 未来，
他还计划去读一个博士学位。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做事要寻求一种意义感，我希望
自己能做一点东西被人记住。将
来可能会写本书，或者去完成一
个相关学术研究；希望平台能够
聚更多优秀的青年人，大家能一
起思考、验证一个命题 ;也希望
能带更多孩子去增长知识，所以
总体比较像一个学者加老师的
人生规划吧。”汪星宇最后说道。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是汪星宇非常喜欢的一句诗词，
也正如他在践行的事情，“城市
职旅”作为一项由年轻人发起的
公益，正在为乡村的孩子，为乡
村振兴，带去全新可能。

（据邯郸之窗）

汪星宇与学生在乡村河边参与乡村游学的学生同村民交谈

汪星宇（左）和他的创业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