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院里打造“开心农场”

7月4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外火车
站附近的一处老房子，不大的小院，放
眼望去，一片绿意。虽是夏天，却也硕
果累累。连日来的雨水，让植物在夏日
的酷暑中饱饮甘泽，生长之势更为旺
盛。无论是硕大的丝瓜、苦瓜、黄瓜，还
是长势喜人饱满的茄子、辣椒、番茄
……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块城市一隅
的生态小菜园。

菜园中央的一处，一位老人正踮着
脚拿着剪刀从枝头剪下一只个头硕大
的丝瓜。看到记者，何大爷满脸笑容地
主动打起了招呼，“来来来，你看这个丝
瓜大吧，得有个2、3斤哦，我自己种的，
够我们一家吃一顿了。”何大爷说，他在
这儿种菜已有10多年了。当初，附近有
开发施工项目，他从工地买了些砖回
来，背了两背篓土，砌了一块两平方米
的小菜园，再利用种花剩下的花盆，便
开启了种菜生涯。

据何大爷介绍，这栋楼上，大家都
是在此居住了几十年的好友，自己是农
村出身，退休之后，闲着觉得心慌，还是
得找点事做，何大爷以前爱摆弄花花草
草，后来转而开始种蔬菜，“种花只能
看，种菜可以吃。摘下来的新鲜蔬菜有
时给儿女拿点过去，有时给邻里好友送
点。虽然不多，但毕竟是自己种的，绿
色健康，吃着安全放心。”何大爷说，他
们种的蔬菜施的肥料都是用杂草和烂
掉的菜叶泡制发酵而成的有机肥，更有
利于蔬菜的生长。

“我家在一楼，每到夏天，屋子里就
像蒸笼一样，湿热难受。可自从种植了
这些蔬菜瓜果，它们生长出的藤蔓枝叶
撒下一片阴凉，现在我们家里的温度感
觉至少降了5度，可凉快了。”何大爷笑
呵呵地说。

何大爷告诉记者，除了几块用砖砌
成的小菜园，其他的蔬菜都是用花盆栽
种。“我们种菜只是为了乐趣，收成如何
倒是在其次了。”

阳台上的小菜园
家住四川文理学院的刘女士是一

名公务员，在她家的阳台上摆满了用花
盆栽种的茄子、辣椒、番茄等蔬菜，甚至
还出现了鲜红欲滴的草莓。刘女士说，
这些看似普通的蔬菜实际上却是她的
抗压神器。

“或许是城市里的生活节奏太快，
我特别向往乡村恬静安逸的慢生活。
之前也想过去乡村租一块土地，体验耕
种乐趣，但无奈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
间来回奔波。”刘女士说，为了缓解压
力，她最开始利用阳台的空间种了些花

草，后来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的
阳台种菜照片，感觉很有趣，便改种花
为种菜了。“我喜欢那种经过自己付出，
能够得到收获的感觉。”

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通过摸
索，刘女士的阳台上开始出现了各种蔬
菜，看到自己精心照顾的蔬菜成熟挂
果，刘女士的压力也随之消失，心中被
喜悦填满。“享受种菜的过程。”

如今，刘女士已经成为了身边热爱
种菜的朋友们中的“种菜达人”，他们建
立了微信群，有空时会在里面讨论种菜
心得，分享种菜经验。她也经常将自己
阳台上的成果拍照发朋友圈，分享喜悦
的同时，也当作一种纪念。

占用公共绿地的“任性”菜地

除了出现在阳台、屋前的小菜园，
在一些城市公共场所也出现了这样的
小菜园。记者走访发现，市中心医院住
院部往江湾城方向正在建设的滨河路
路段，不少暂时还未绿化的坡地已被人
私自开垦，种上了玉米、空心菜、南瓜
等，有的甚至还在坡地周边圈起了黑色
的拦网，防止他人进入。

好好的城市公共绿地，被开辟成了
“自家的菜园子”，令不少市民感到愤
怒。家住北外江湾城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空闲时，他喜欢在滨河路附近散步，
经常看到扛着锄头的人在附近未被开
发的公共坡地上开垦种植蔬菜。他曾
上前制止其行为，但对方无动于衷，态
度还很恶劣，让他十分无奈。“这是城市
里，不是郊外乡野，就算是暂时未被开
发，那也是城市的公共绿地，属于公共
资源，怎么可以为了个人利益将土地占
为己用呢？这种行为太自私了。”王先
生说。

“城市农夫”也需规范

城市公共绿地被私自占用、开垦成
菜园这一现象是否违规？记者从我市
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城市当农夫也需规
范。未经开发的城市公共绿地属于公
共资源，不能肆意进行开垦，将其变为

“自家的菜园”。除此之外，城市住房楼
顶同样属于公共区域，居民不能利用顶
楼平台开垦种菜，这也是属于违规行
为。

楼房绿化对拓展人们的绿化空
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
质量，以及对美化城市环境等方面有
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在保证卫生与安
全的同时，只要有想法，有耐心，自
家的阳台、屋前小院也可以变成一片
沃土，都市里也能建起属于自己的一
方清净菜园。

□本报记者 张海涵

“水泥森林”里有群

久居在高楼林
立的大都市，看惯了冰

冷的钢筋水泥，城里人有
时也会渴望回归乡野，拥有
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体验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

淳朴农耕乡趣。

种菜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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