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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边缘的“悠然南山下”

驾车出北京西四环继续向西行
驶，不多时就能看到旱河路边一处幽
静的园子，门口“开心农场”四个字
分外醒目。“我们农场占地60多亩，
目前已经全部租出去了。如果现在想
租就要排队，等到年底看看情况。”
农场负责人王力军介绍，因为农场距
离城市中心区域较近，便成了青睐租
地种菜人群的首选。

戴着帽子和手套正弯腰采摘的马
女士就是其中一员。“这些都是3月
份种下的，现在成熟了，每周我过来
采收两次。”油菜、水萝卜、莴笋、
圆白菜……只看一眼裸露在泥土上的
部分，马女士就可以轻松地判断出哪
些菜可以摘，哪些还需要再长长。

自去年起，马女士花了4000多
元的租金，在农场拥有了一片属于自
己的菜园，面积24平方米。“菜园可
以自己维护，也可以选择托管。”马
女士说，刚开始她自己打理，后来因
为工作繁忙，就把小菜园托管给了农
场，自己只需要支付管理费、决定种
什么菜，其他的管理维护都由农场工
人一手操办。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耕读传家，
而我们现在往往只重视读书，却把

‘事稼穑、丰五谷’抛在脑后。”马女
士和她的先生一直心怀田园梦，他们
曾经想拥有一个一层带空地的房子种
菜，但买房时却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后来，住在顶楼的他们，尝试在楼顶
开辟一处菜园，很快又遭到邻居反
对，理由是占用公共空间。在一筹莫
展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女士听
说了“开心农场”，在和先生一番

“考察”后，便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租
地协议。

“我们这儿只施用有机肥，不上
农药，生产的都是有机蔬菜。”王力
军说，每到周末，菜园里满是忙于耕
种的人们，很多都是大人孩子齐上
阵。而对马女士一家来说，耕种带来
的回报很丰厚：体验到农耕乐趣，实
现了与自然的对话，亲子关系更加融
洽。现在，每当种植和采摘时，常有
亲友和同事也来体验一把，小菜园里
充满了欢声笑语。在马女士的感染
下，她的几位同事也租起地块，彼此
间成了“菜园邻居”。

有人钟情自种蔬菜的绿色健康，
也有人更乐意体验种植管理的劳作过
程。今年一开春，居住在北京昌平区
的彭女士一家，就忙起了打理山林、
整修菜地的活计。

彭女士和丈夫退休前是教师和水
利工程师，在城市居住多年的他们一
直对土地和山林满怀深情。退休后，
老两口在子女的帮助下承包了北京郊
区的一片山林并在附近居住下来，顺
便打理房前屋后的土地，过上了名副
其实的田园生活。

“我们小时候，种菜是一种生存
需求。”彭女士感慨，在困难年代，
大家吃不饱饭，于是，家家户户在房
前屋后都会种上些蔬菜瓜果，仿佛
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踏实。现在，日
子越来越好，耕地种菜不是为了糊
口，而是成全自己心中那份无法抹去
的情愫。

近几年，随着年岁渐长，彭女士
开始专注于自家小院里的果蔬种植。
初春3月，先是在田垄里种下各种豆
类，等天气回暖再种下些瓜菜……

“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

里的蔬菜浇水，老伴就喂喂鸡，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

“不过，我们老两口弄得起劲，年
轻一辈却好像并没有太大兴趣。”让彭
女士感到遗憾的，是每逢节假日儿女和
孙辈来小院看望自己时，老两口想让他
们多看看花花草草，多一些农事的体
验，可孩子们大多时候还是盯着手机，
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种植与收获的
意义。

虽然不被年轻人所理解，但彭女士
和老伴依然自得其乐：按照时令将一盘
盘鲜翠欲滴的果蔬端上餐桌，让劳作成
为强身健体的“必修课”，让渴望平静的
心寄情山水……于是，小小的菜园化身
一片神奇的土地，承载着城市老人的乡
愁和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心灵慰藉。

疫情催生阳台上的新乐趣

能在土地上种植固然过瘾，但对于
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却未免有些“奢
侈”。于是，阳台种植应运而生，且越
来越受欢迎。

“我家的带叶小莴笋长成了，叶
子也可以吃，半笋半叶时最新鲜，感
兴趣的亲友请报名，免费赠送哦！”

“五一”假期，王萌在朋友圈晒出自己
种的莴笋。

王萌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疫情期
间，原本每两天到菜市场采购一次蔬菜
的节奏被打乱，买菜这个“刚需”一度
成为全家犯难的事。“米、面、调味品
都可以储存，但蔬菜讲究新鲜。”王萌
说，看到一些邻居在网络平台买菜，她
也跟着买了几次，但网购蔬菜不仅价格
高，有些还不新鲜。

“咱家阳台不是有空间吗？阳光又
很充足，为什么不自己种点儿菜呢？”
一次视频中，远在澳洲的儿子提醒父
母。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却成就了
王萌的新爱好。雷厉风行的她将阳台的
花盆换成泡沫箱，网购了菜苗和种子，
在社交平台上查阅栽培知识。

没几天，试种的青蒜苗和豆芽都冒
出了头。“爱人想做个炒肉片，就地拔
了几根蒜苗，那股清香，好久都没闻到
了！”王萌第一次尝到自己种植的喜
悦，“原来在家里种菜也没那么难！”

当把自己的“入门级”劳动果实发
到朋友圈时，王萌得到了亲友们的点赞
和鼓励，也更坚定了她阳台种植的决
心，开始尝试油菜、洋葱等难度稍高一
些的蔬菜。渐渐地，从不会种菜到不缺
菜，再到还能分享一些给邻居，成为令

王萌自豪的事。
3年过去了，阳台种植已经成为这

个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前不久在西安
旅游时，王萌特意参观了一家小番茄博
物馆，如同樱桃般漂亮的小番茄让她挪
不开眼，最终买了种子带回北京。王萌
说，自己现在是“半个”种植专家，在
实现蔬菜自给自足后，如何让阳台变得
更美、更接近自然，是她的新目标。

园艺种植，年轻人的休闲新宠

在以往的印象中，种植一直是中老
年人的“专利”，年轻人虽然依旧对下地
劳作“不感冒”，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却
愿意成为自家阳台上的“都市农夫”。

据淘宝发布的 《2022阳台种菜报
告》显示，上海、东莞、北京、苏州、
广州5地位列最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
5 名，种菜人群以“85 后”到“95
后”为主。2022年第一季度，各类蔬
菜种子销量同比暴涨，种子购买人数连
续3年增幅超100%。另据相关统计，

“阳台种菜”市场规模可达百亿元人
民币，其产业链更是覆盖蔬菜栽培
全周期。

对于熟练网络购物的年轻群体而
言，他们对种菜容器款式、色彩的精致
度有更高要求，就连选择的种子也和中
老年人喜欢的传统蔬菜有很大不同。比
如，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个性化蔬菜，
冰淇淋西瓜、巧克力樱桃番茄、无花
果、人参果等小众品种更受青睐。同
时，年轻人对种植作物的“颜值”也有
着更高要求，于是乎，各种兼顾美观和
造型的产品应运而生，尽管价格不菲，
但颇受欢迎。

家住上海的蒋文是一个7岁孩子的
母亲。这个“五一”，她没有加入旅游
的人流，而是选择带着儿子在家种菜。

蒋文对于阳台种植的热爱，源自孩
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当时是老师
发了一些植物种子，让孩子回家种植并
记录生长情况。结果，孩子观察得不算
认真，我却迷上了。”蒋文说，从最初
种辣椒、小生菜给家里添盘菜，到后来
的薄荷、香草、树莓给生活增添情趣，
自己种植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各种种植
设备也越来越专业，营养土、补光灯、
多层菜架等应有尽有。

“对于我来说，比起吃到新鲜蔬
菜，其实更多的是把种菜作为一种减压
的方式。它能让我从快节奏的生活中短
暂地跳出来，得到片刻宁静。”蒋文
说，看着农作物发芽、开花、结果，总

会让自己感到喜悦。在种植过程中，她
也结识了不少具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彼
此间交流种植心得、分享劳动成果，很
有成就感。而最让蒋文感到开心的是，
种植也促进了她和孩子的情感交流。

“自从我开始种植，孩子经常会来给我
帮忙，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对他进行劳动
教育，同时也增加了亲子互动。”

“种瓜得瓜”之外，我们还能收
获什么？

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城
市农夫”从种植中获得的，远不止物质
的丰盛。

国内较早研究休闲产业的学者，中
国艺术研究院特聘主任研究员、中国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马惠娣，长期关注城市“自产
时蔬”模式的发展，同时也一直在探寻
其背后的“魅力”。在她看来，“自产食
蔬”不仅具有“自给自足”的角色和使
命担当，其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
美化生活，对闲暇时间利用，对人的身
心健康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几天出门，马惠娣看到有位老人
在一块拆迁后闲置的土地上种菜，就过
去和他聊天。老人告诉马惠娣，自己这
些年在这块地上花费的精力和资金远高
于种植蔬菜本身所获得的价值。为了种
菜，他风雨无阻，其中的艰辛是没有参
与过的人所体会不到的。“但我依然愿
意坚守，因为这是大自然一年四季的
馈赠。”老人说，要得到食物，就要流
淌汗水，从中感知爱与节俭。“所以老
一辈从种植中更多的是通过建立与土
地的连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和满
足，所取得的收获也是最好的润滑
剂，承载着人与人之间那份绵长的情
意。”马惠娣说。

对于喜欢在阳台种菜的年轻人，马
惠娣认为，种植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
一种解压和放松，是亲近自然、享受闲
暇时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人与自然被越隔越远。在这样的
背景下，人们更加渴望接触自然。”马
惠娣说，除此之外，种植也在帮助都市
的年轻人重建一种接地气、有触感的日
常生活。每当看着农作物从发芽、开花
再到结果，总会让人有着收获的喜悦。
在同家人一起品尝蔬菜的那一刻，内心
更是充满了成就感。这时，种植的乐趣
就像生活的注脚，变幻出活色生香的生
活味道。

“种植对于孩子来说，则有着更加
重要的意义。”马惠娣提到，让孩子看
着自己亲手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沐浴
着阳光长高长大，这微小而奇妙的生命
力，可以让他们惊叹生命成长的奇妙。
在种植过程中，孩子们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美好，也学会了对天地的敬畏、对食
物的珍惜，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种植的过程同样增强了孩子们的责任
感，提高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
和动手能力，而这些都是成人成才所必
要的素养。“从小对孩子进行自然观、
价值观、生命观、审美观的教育非常重
要，需要各方共同加以引导，让年轻一
代树立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观念，保持
对自然的尊重、敬畏、谦卑，并引申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惠娣说，“自产食蔬”备受青
睐、发展迅速，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这一模式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现实性、合
理性以及它的战略意义。建构弹性与韧
性兼具的“食物自给”模式，对个体、
家庭、国家都是有益和必要的。

农夫、山泉、有点田……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虽然每天和“钢筋水泥的丛林”为
伴，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依旧是深藏于心底的梦。有人说，对种植的热爱，已经被深深地镌刻在中
国人的骨子里。而今，当种植已经从生存需求演变为一种精神情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寻求
与土地的连接，他们或是去城郊租地耕种，或是利用自家阳台和门前小院，播下种子，收获满足。

城市种植的别样风景
本报记者 奚冬琪 司晋丽

一撮茶叶、一笼火，一个茶罐和几只小
茶盅，便是宁夏传统“罐罐茶”的全部家
当。现如今，这样的喝茶过程被宁夏银川市
北京中路街道安居苑社区巧妙利用：居民们
围炉而坐，谈天说事，成了基层协商议事的
最佳方式。

当地居民给这种喝茶议事的方式取了一
个颇有文化味道的名字：“罐罐茶说事”。

因议事方式轻松，“罐罐茶说事”成了
联系居民、优化决策、化解矛盾的新路子。
安居苑社区党委书记常丽红告诉记者，社区
为此专门设立了“罐罐茶议事吧”。“罐罐茶
是我们宁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围
坐在一起喝茶，有事慢慢说，不仅可以交流
感情，更有利于理顺关系，构建和谐社区。”

常丽红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疫情期间，安居苑社区辖区丽园小区居

民勉某响应志愿服务号召，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通知居民做核酸，期间不慎摔倒扭伤
腰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双方僵持
不下，勉某表示必须要讨个说法。安居苑社
区干部和社区民警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
后，将两人约到“罐罐茶说事吧”。

“我们还邀请了北京中路司法所、‘安居
大妈’等骨干力量一起参与，大家唠家常、
聊法律、说人情，两人的心结慢慢打开，最
终达成和解。”常丽红说。

社区民警胡志明高兴地说：“安居苑的
大妈们在调解矛盾和治安防控中给我们帮了
大忙，大家都说北京有朝阳群众，咱们有

‘安居大妈’。”
“社区事务纷繁复杂，特别是居民之间

有矛盾或是一些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发
生时，大家的情绪总是很激动，这个时候理
顺情绪就是我们社区最应该做的事情，而坐
下来‘煮’一罐茶，让大家缓和情绪就非常
必要。”对于如何应用“罐罐茶议事吧”做
好社区工作，常丽红已经逐步摸索出一些
经验。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在社区开展基层协商，关键在于群众的参
与，也就是安居苑社区“罐罐茶说事”中的

“煮茶”部分，只有大家愿意坐下来“煮
茶”，才能真正聊起来，充分发挥商量的作
用，才能让居民打开心结、统一思想、解决
问题，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前不久，居民姜某来到“罐罐茶说事
吧”，反映楼上邻居冯女士家中水管长期漏
水，导致其房顶浸泡受损，双方沟通协商未
果。社区了解详情后，将两人请到“罐罐茶
说事吧”，邀请社区民警、司法所、物业等
一同参加，让他们心平气和地把想法说
出来。

“中午我下班回家，发现管道漏水把楼
下给淹了。本想着给赔偿，但邻居要价太
高，我们承担不起，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了下
来。”冯女士说。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小冯你
家以后要做好管道维护工作，避免再次出现
类似情况，要真诚地给小姜道个歉。小姜，小冯家也不是故意为之，你看要不两
家人各自承担一部分维修费用，怎么样？”

会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社区民警认真为大家
解读民法典相关内容，帮助他们分析法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一番劝说，双
方抵触情绪慢慢缓和下来，最终握手言和。

为了更加有的放矢，“罐罐茶议事吧”还将小区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收
集整理到支部“议事库”，每月10日、20日、30日定期组织开放式居民讨论
会。另外，安居苑社区还专门建立规范议事程序，以结果为导向，及时公开议事
结果，通过“筛”“议”“办”，真正做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区、矛盾不上
交”。几个月来，社区已经解决居民纠纷及居民反映的难心事12件。

这是一个十分温馨的场景：在宁夏偏安一隅的安居苑社区，一间小茶室，电
炉代替了传统火炉，街坊齐聚，以茶会友，说理议事。小区的大事小情、邻里的
酸甜苦辣，大家敞开心扉，所有的不如意、不称心，最终都蒸腾在袅袅茶雾中，
也让老旧小区治理散发出别样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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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有云“人有三急”。出门在
外，想“方便”找不到厕所可怎么
办？近期，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发起
公厕联盟，打开“方便”之门，在
人流量大但公厕设置严重不足的区
域，鼓励动员经营性场所及机关企
事业单位，在工作时间免费对公众
开放厕所。

实际上，不少地方多年前就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厕所对外开放，还有
地方将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
率先免费对外开放写入“厕所革命”
的实施方案中。发起“公厕联盟”，

将经营性场所与企业的厕所也纳入“鼓
励动员”免费对外开放之列，能够最大
程度盘活存量厕所资源。

不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
经营性场所，不少在使用上都存在一定
的厕所资源“闲置”情况。通过盘活这
些“闲置”资源，让存量厕所资源的
利用最大化，既便民利民惠民，也有
助于提升市民、游客体验，提高景
区、城市形象，提升公共部门形象，
助力“厕所革命”。

当然，经营性场所与企业不像公
共部门，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公共部

门的厕所有责任对外开放，对于前
者，就不宜进行强制要求，而需要多
一些鼓励动员。同时，还有必要对加
盟的商家给予一定的补助，要鼓励加
盟单位加强打扫，提高对外开放厕所
的服务品质。

景区、城市的“软硬件”实力提
升，不见得非得通过耗费巨资才能得
来，通过盘活存量或闲置资源，也能
更好发掘景区、城市的“软硬件”实
力，实现多方共赢。“公厕联盟”打开
了“方便”之门，也打开了社会治理
新思路，打开了社会治理“方便之

门”。实际上，在进行社会治理时，类
似盘活资源的做法在各地也是越来越
常见。盘活资源往往比做大资源更节
省物力、财力，节省资源，也更考验
管理者的精细化治理能力。希望类似
这样的治理措施越来越多，不仅用于

“厕所革命”，也用于社会治理的其他
方面。

“公厕联盟”打开社会治理“方便之门”
戴先任

第九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
览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

图①：观众在志愿者引导下在
认知症长者体验馆感受高龄老人出
行的不易。

图②：工作人员使用数字化健
康设备为老人进行体检。

图③：在认知症照护体验小屋，
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适老化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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