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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故事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下地种菜原本是农民的活计，如今却成了一些沧州市民的休闲方式。他们驱车
到市郊租下一块“自留地”，除草、施肥、采摘，忙得不亦乐乎……

租地费、交通费、肥料费、种
子费，算来算去种几畦地得花数
千元，收获的蔬菜价值才几百
元。这样的亏本买卖会不会有
人干？答案是，有。

日前，记者采访了沧州几
位在市郊租地种菜的“城市农
夫”，感受他们眼中不一样的田
园生活。

从2个畦到8个畦

清晨 7点，家住永安大道的
苏玉祥和老伴田志芬一起来到
租种的菜地里。郁郁葱葱的各
种蔬菜长势良好，显示了菜地
主人的勤劳。今天，菜地里的活
不少，夫妻俩默契地忙活起来：
给白菜打药、施肥，给生菜浇
水，摘掉丝瓜的黄叶……

谈起租地种菜，67 岁的苏
玉祥乐呵呵地说：“退休了，没别
的事干，种种地不仅锻炼身体还
能收获无公害的绿色蔬菜，何乐
而不为呢！”

3年前，苏玉祥的女儿无意
间在网上看到沧州有出租土地
种菜的地方，就在这里租了两个
小畦，每个畦约 5米长、1米宽，
让父母种着玩。

菜地离苏玉祥家不算太远，
骑电动自行车 20 多分钟就能
到。

从没种过菜的苏玉祥和老
伴商量后，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
种上了韭菜、生菜等绿叶菜。

苏玉祥还记得当时刚种下
蔬菜后的心情。他和老伴像个孩
子一样，每天都会到地里看一
看，期盼着种子破土发芽。

当看到地里钻出小绿苗时，
苏玉祥兴奋地给女儿打去电话，
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怕用管子浇水冲坏了嫩苗，
苏玉祥专门买来喷雾瓶给幼苗
浇水。

为了让蔬菜绿色无公害，苏
玉祥就用豆子、玉米面等发酵后
当肥料。

最初，发现叶子上有虫眼，
苏玉祥和老伴都不愿用药，而是
用手把虫子一个个捉下来……

终于吃上自家菜地里的绿
叶菜时，苏玉祥觉得格外香甜。

渐渐地，老两口种菜上瘾
了，两个畦不够种的，就陆续增
加，先后变成了4个畦、6个畦、8
个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年夏
天，苏玉祥种的西红柿大获丰
收，大的柿子一个就将近半公
斤。“自然成熟的柿子特别好
吃！”苏玉祥说。

苏玉祥一共种了 30多棵西
红柿，一棵秧上就能结 20多个
果，果子一串串的，红灯笼一般。
夏天，蔬菜成熟得多，苏玉祥每
天早上都要去菜地里转转，拾掇
一下园子。

菜太多了，自家吃不了，苏
玉祥就送给邻居和亲朋品尝。每
当听到别人夸赞他种的菜好吃
时，苏玉祥就格外骄傲。菜园子
里的菜就像他们精心养育的孩
子一样，“孩子”成材了，他们也
自豪。

“赔本”的生意

69岁的张志刚已经在郊区
种了 6年的地。退休后，他就当
起了“城市农夫”。

现在他租种了 12 个畦的
地。夏季的早上 5点多，穿戴好
胶鞋、防护帽、工作服，全副武装
的张志刚就在菜地里忙活着了。

到太阳升高，大棚里热起
来，张志刚也干完活，带着采摘
的蔬菜要返程了。

张志刚家离菜地较远，他经
常是开车来种菜。他曾经算了一
笔账：每天开车来打理菜地，来
回一个多小时，每年光油费就得
1000多元；再加上租菜地、买良
种和有机肥的花销，一年下来，
种这些地得花 3000 多元钱。而
收获的蔬菜，自家吃的也不过价
值几百元。

“听起来挺不划算，可我却
觉得很值。我认为租地种菜不能
纯算经济账。退休了，在家无事，
闲着就容易生病。如今，在菜地
里忙乎忙乎，闻一闻泥土的清
香，我整个人也放松了下来，精
神格外愉悦，也收获了健康。”张
志刚深有感触地说：“夏天露天
地种黄瓜、茄子，冬天到大棚里
种油菜、生菜，一年四季我都安
排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会邀请
几位朋友一起来种菜、采摘，权
当是周末郊游，生活也多了一份
乐趣。”

一个大棚里近百畦地，分租
给不同的“农夫”，大家互称为

“菜友”。
因为种地的年头长了，张志

刚成了这个蔬菜大棚里的老大
哥。菜友们有问题都来请教他，
张志刚也是有求必应，把自己摸
索出来的经验告诉大伙儿。

夏天时，菜地里蚊子特别

多，且都是花蚊子，叮人特别狠。
即使穿着长袖衣服，戴着帽子、
口罩，脸上也常被蚊子叮上十几
个包。

张志刚想到养蜂人戴的帽
子特别适合防护蚊虫，就专门上
网搜寻，买了一顶同款的带网纱
面罩的帽子。

有了这个防蚊帽子，张志刚
干起活来就再不怕蚊子的骚扰
了。

没多久，张志刚的“秘密武
器”就在菜友们之间普及了。

放下手机去种菜

和张志刚同在一个大棚种
菜的还有三位年轻人，他们自称

“小白”。
38岁的刘晓是种菜的发起

人。刘晓是在今年春天无意间发
现这片可租菜地的。他们单位就
在菜地附近，一次中午休息时，
刘晓随意遛弯走到这里，在和菜

地老板一番交谈后，他当即决
定，也要租一块地，当菜农。

虽然年龄不大，但久坐的工
作性质，让刘晓的腰椎间盘早早
就出了问题。刘晓觉得，租块地
种，可以在工作之余，进行“强
制”体力劳动，对身体也是一种
锻炼。

刘晓和同事一说自己的打
算，立刻有两名同事响应。于是，
他们决定，放下手机，走进田地，
并相约互相监督。

虽然决定种地了，但三人对
于种地却一窍不通。在请教了张
志刚等几位老菜友后，三人当即
种了一些绿叶菜。生菜、油麦菜、
小白菜等绿叶菜种植比较简单，
且好管理，只需按时浇水即可。

就这样，三人开启了种菜之
旅。原来，中午休息时间，刘晓他
们都是窝在工位上玩手机。有了
菜地后，他们就自觉放下手机，
去菜地转一转，浇浇水，拔拔草，
活动活动筋骨。

后来天气渐热，三人又将种

菜时间改到了一早一晚。
很快，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看着绿油油的三畦菜，刘晓他们
很兴奋，原来种菜也不难呀！

后来，他们又相继种下了茄
子、豆角、黄瓜、西红柿等应季蔬
菜。有了成功的经验后，他们自
信心更足了。

但种这些菜可不像种绿叶
菜那么简单。黄瓜、豆角需要搭
架、西红柿需要擗杈，再遇到问
题，刘晓他们就上网查询，几乎
都能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他们还在网上学到了很多
种菜小妙招：用红糖和食醋驱
虫，用草木灰杀菌，用过期的牛
奶当肥料……

带孩子走近自然

孙晓慧家住运河区凤凰城
小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说起

“城市农夫”的生活，她最深的感
触是这块小小的土地让她和孩
子们走进了植物世界，更加亲近
自然。

孙晓慧是从 2020年 4月份
开始在市郊租地种菜的。其实，
爱好植物的孙晓慧一直在自家
阳台上用泡沫箱子种着少量的
香菜、韭菜等绿叶菜。4 岁的儿
子和 8岁的女儿也对孙晓慧的
泡沫箱子很有兴趣。

看到孩子们对种菜感兴趣，
孙晓慧想起曾经听朋友说过郊
区有菜地出租。于是，经过多方
打听，实地查看，她租下了一块
菜地，为自己的田园梦，也是为
了孩子们多一个了解自然的途
径。

种子是怎么发芽的？萝卜是
怎么长出来的？面对孩子的“十
万个为什么”，孙晓慧觉得，与其
在网络上搜寻干巴巴的知识点，
不如跟孩子一起，栽种几种属于
自己的植物，由种子发芽开始观
察、记录，跟植物一起成长。

于是，从播种到浇水、施肥、
收获，孙晓慧都会让两个孩子参
与进来，并引导女儿去写植物生
长日记。

在这块小小的菜地里，儿子
会用小铁铲像模像样地挖坑播
种，闺女也会小心翼翼地拔掉田
间的杂草。

虽然每次下地回来，两个
孩子都会弄得一身脏，孙晓慧
又得忙活着为孩子洗衣、刷鞋，
但她觉得，能让孩子们参与田
间劳动，亲身体会“粒粒皆辛
苦”的含义，自己辛苦一些也是
值得的。

每到周末，孩子们就会抓紧
时间写完作业，催着妈妈去菜
地。半天活干下来，孩子们都会
喊累，但吃到亲手种的菜后，又
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味道好。

就这样，孙晓慧坚持当了两
年的“城市农夫”。在她的带动
下，爱人也加入了种菜的行列。

两年来，他们一家不光收获
了无公害的蔬菜，还有了意外
的收获：爱人的血脂不高了，儿
子也不再迷恋动画片和手机游
戏了，女儿的作文越写越顺畅
了……

租地种菜租地种菜

享受田园生活享受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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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东院区疮疡脉管病科
于10月15日至16日举行“下肢麻凉腿抽筋”脉管病筛查活动
符合条件者赠医用弹力袜、熏洗中药一包及免费血流检测。咨询电话：2075119或15833178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