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欢在大学校园里。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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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上大学，37岁了也要拼一下”
退伍军人“迟到”近20年成大一新生 室友：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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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0月16日讯 最近，
37岁大一新生沈欢的故事冲上热搜。沈
欢是一名退伍军人， 两个孩子的父亲，
因深感“肚子里墨水少，给人生带来了
局限”，决定考大学。作为一名“迟到”了
近20年的大学生， 沈欢的选择让“00
后”室友感到学习机会的宝贵。

10月16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见到了沈欢和他的同学们。

追求：37岁退伍军人圆了大学梦

沈欢是岳阳华容人， 生于1986年。2005年应征入伍，成
为一名海军陆战队战士，2010年退伍后，和妻子白手起家，在
长沙创业。超市、餐饮、物业管理……尽管事业干得风生水
起，但沈欢深感肚子里墨水少了，“因为读书少，错失了很多
机会。”

2019年，得知退伍士兵参加高职单招的政策后，沈欢萌
生了上大学的想法，但受疫情影响被搁置了。今年上半年，沈
欢参加了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单招考试，进入该校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专业学习。

“清晰地记得第一天报到，室友喊我‘叔叔’。”沈欢笑得
眯了眼，开学的第一堂课，不少老师将他误认成家长或是学
校教学督导。在沈欢看来，年龄不是问题。在校园里，他和同
学们相处融洽，一起参加学校各类社团活动，同吃同住。他也
会将自己的大学生活记录下来，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大学就应该这样度过，我不想再错过任何美好。”对于
近20年没有进入校园的沈欢来说， 重返校园是件幸福的事，
但也是不小的挑战，“年龄摆在这，学起来还是有些压力。”而
他的课余时间， 比其他同学更忙———忙着完成课后作业，遇
到问题，向室友请教；忙着打理生意，忙着和妻子、两个小孩
视频聊天。

“虽然我的年龄几乎能给室友当爸爸， 但求学之路不分
大小，跟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学习，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期。”
沈欢说。

妻子：已打好经济基础，支持他追梦

现在的沈欢既是大学生，同时也是丈夫、父亲。
沈欢考上大学一事火爆网络后，妻子回应称：丈夫是看

到退役士兵入学政策，就想考一下，结果考上了，我们都很支
持，“他不仅为我们家庭树立了好的榜样，更为所有的家庭树
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至于养家的问题，夫妻俩并不担心，“上学之前，就已打
好经济基础。”

沈欢的妻子也用实际行动支持他， 细心照顾两个小孩，
每到周末，便带着孩子到株洲与沈欢相聚。

35岁是职场上的一道门槛，很多人担心沈欢毕业后也是
超龄，可能得不到企业的青睐。沈欢的妻子却表示，对于他而
言，最重要的不是毕业有没有人要，而是他的人生又多了一
条路。

室友：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向“欢哥”看齐

作为一个“高龄”学生，沈欢除了学习要付出超过常人的
努力，在思想和生活上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一个从社会中
走进校园的学生，面对与自己相差近20岁的同学、室友时，沈
欢通过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真诚沟通，抹平了“代沟”，从“叔
叔”变成“欢哥”。

“欢哥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学习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
晚。”“学习机会很宝贵， 不能蹉跎浪费。”“有梦想谁都了不
起，向欢哥看齐！”一个出现在身边的学习榜样，比任何说教
都生动， 沈欢的经历让同学们认识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潘
同学说，“我们偶尔想偷懒，宿舍这个老大哥会督促我们。”

“以前我一直想上大学，所以哪怕到37岁了，也要拼一
下。”沈欢立下目标，大学期间要发奋努力，不能拖了“00后”
的后腿。专科读完后，他还想接着读本科。“对于我而言，保持
继续做梦的勇气，并且能有实力去实现它，那就不枉此生。”
沈欢说。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辞职回乡，她带着想法重建农场

鸡鸣响起，位于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的南
边生态农场，新的一天正式开启。

负责耕种的“老农人们”开始清扫山羊棚
和准备原生态的餐食；而以胡亮带头的“新农
人们”则开始线上接单，处理社交账号上前来
咨询的订单，两代人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2019年， 还在北京从事节目导演工作的
80后女子胡亮接到父亲的电话，受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家中的农场经营陷入难题。“这么好的
地方，为什么就是没人愿意来呢？”电话中的父
亲满是无奈。

有着丰富品牌推广经验的胡亮，开始思考
自己拍摄、推广过这么多的节目和品牌，自家
的农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推广一下呢？2020
年春节过后， 胡亮没有再次踏上北上之路，而
是选择留在家乡，与父亲一起经营农场。

“首先要找准农场的特色。”为了让农场有
精准的特色定位，胡亮及时调整，增设黑山羊
喂养区、黑山羊全羊宴等。随着想法一个个实
现，如今，农场内不仅有农家四合院、休闲垂钓
文化走廊、休闲木屋、多功能木屋厅……还有
各种类型的亲子体验区。

改造继续进行， 把农场宣传出去是重点。
一直以来，胡亮父辈秉持的是踏实做口碑的宣
传方式，对于胡亮的线上宣传模式，父亲闻所
未闻。看着女儿将拍摄好的视频和图片上传到

不同网络平台， 农场内开始出现来自天南地北
的顾客， 父亲感叹：“年轻人可以把知识转变为
力量，用创新改变农场。”

不少综艺节目和艺人前来农场拍摄节目，
为农场的宣传添了“一把火”。

生活慢下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现在我们农场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将来要
做的就是发展问题。”胡亮对农场的未来规划十
分清晰，她计划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各种设施，
开发更多的美食和文创周边， 真正地把南边农
场的品牌做起来。

采访中胡亮坦言， 近几年和她一样选择回
乡创业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 就在自家农场附
近，不少民宿也不断有新鲜力量注入。如同她一
般，城市的快节奏让年轻人感觉充实与斗志，但
家乡却给了她更多的安定和归属感。

“我觉得在这里，我很被需要。”因为自己的
专业对口，因为被需要，胡亮选择回到自己的家
乡。一线城市是她的发展之地，而乡村一隅更是
她施展才华的舞台。胡亮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现在身边很多年轻人不再执着于繁华的城市，
只要自己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 哪里都能散
发青春魅力。

随着胡亮一样的越来越多年轻人回乡发展，
在青春与热爱的倾注之下，每一个家乡都在蝶变，
很多山村更是一改老态，散发出青春和活力。

“80后”女导演辞职回乡当起农场主
有舞台、被需求，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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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女导演到农场主，2019年， 在北京从事节目导演工作
的胡亮，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湖南浏阳，帮助父亲应对经营困境。

农场品牌重新定位、线上互联网强势宣传、线下体验项目开发
……胡亮的加入，让农场焕然一新。新老农人之间的碰撞会产生什
么样的火花？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创业？10月
16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将镜头对准返乡创业的她。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胡亮抱着黑山羊与小朋友互动。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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