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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刘胖庄村有一座智慧生态园。生态园内，蔬菜不是种在土里，
而是长在水里，一棵生菜就要卖6元钱——

她种的蔬菜论棵卖
本报记者 李小贤 吴艳 摄影报道

“我们这的水培蔬菜都是带
根的，大家带回家放在有水的盆
里，它们还能继续生长一段时
间，随吃随摘。”日前，在运河区
刘胖庄村河北水耕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智慧生态园智能玻璃
温室内，公司负责人常倩一边带
着游客参观，一边介绍着水培蔬
菜的情况。

游客们穿梭在一排排水培
架间，看着这些无需土壤、喝着
纯净水的蔬菜，感到很新鲜。

“这种叶菜看着像花一样。”
“我得带棵生菜回家，摆在餐桌
上养着，想吃时就摘几片叶子。”
游客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

上万棵菜苗蔫了

“别看现在我懂得不少水培
蔬菜知识，以前我可是个农业

‘小白’。”40岁的常倩笑着说。
常倩是沧州人，在新疆上大

学时，学的是幼师专业，毕业后，
一直在成都从事进出口贸易等
工作。

虽然身在异乡，但她一直惦
记着父母，常回家探望。

2019 年年底，常倩返乡陪
伴家人的日子里，让她萌生了在
沧州创业的念头。她想做生态农
业项目，种出“小时候味道”的蔬
菜。

然而当她把想法告诉家人
和朋友时，却被泼了冷水。常倩
没有因此打消念头。她上网学习
种植技术，一点点地填补自己的
知识空白。当她看到无土栽培技
术时，眼前一亮。

此后大半年，她去多地考
察，与农业技术人员交流，最终
选定了智慧生态农业项目：蔬菜
使用无土栽培技术，不使用农
药、化肥和激素，以椰糠、营养液
和水为基质，致力于生产健康食
材。

紧接着，常倩建起了智能玻
璃温室。温室投入使用后，常倩
带着员工开始育苗。看着一粒粒
小种子发芽、生长，她心中乐开
了花。

可没多长时间，她就笑不出
来了。当菜苗长到 5 厘米左右
时，叶子边缘开始发黄，逐渐有
枯萎的趋势。

常倩急得吃不下、睡不着，
四处求助，但最终也没有将亲手
育出的第一批菜苗救活。

看着上万棵菜苗蔫了，常倩
心痛不已。

蔬菜“住”进智
能“豪宅”

后来，常倩从山东请来了技
术人员。技术人员到场一看，指
出了菜苗枯萎的问题所在：水质
不适合水培蔬菜生长。

经过 PH值检测，常倩用来
浇菜的水酸性过高。

那怎么办？“净化水质。”技
术人员给出了四字答案。

于是，常倩在这个 3000 多
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里安装
了净化水设备。

“咱们这智能玻璃温室本来
就很高级，现在蔬菜又喝上纯净
水了。”见到这套设备时，工人吴
建敏感到很惊讶。

吴建敏是这里的老员工了，
她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智能玻璃
温室时，智能与科技带给她的震
撼。

这座占地半个足球场大小
的玻璃温室，仿佛是一座“未来
农场”，这里没有泥土的气息，只
有植物的清香。

头顶上，可自动开合的遮阳
网缓缓滑动，能为娇嫩的菜苗遮
挡阳光。

蔬菜整齐地排列在白色的
栽培架上，水缓缓流进栽培槽
中。

吴建敏看到有的蔬菜种在
地上，纳闷地问：“不是说‘无土
栽培’吗？”常倩向她解释道，那
可不是土，是椰糠。椰糠是由椰
子外壳纤维经过加工处理制成
的，能固定根系、保湿，与土壤大
不相同。

工作了一段时间，吴建敏又
发现，智能玻璃温室有更多的神
奇之处。

当夏季气温高于30℃时，温
室的水帘就会启动，进行降温，
温室内会一直保持在二十六七
摄氏度。

“干了一辈子农活，我印象
中的大棚是闷热难耐的，有了水
帘的帮助，温室内不再受高温的
侵袭，又凉快又舒服。”说着，吴
建敏还指了指自己的脸，“看，我
的皮肤比年轻时还白，哪像个

‘面朝黄土’的农民？”
“不光吴大姐，我们这的其

他工人皮肤也都很好。这可得益
于这座智能玻璃温室。我们为蔬
菜打造了一个智能‘豪宅’，配备
了‘智能大管家’。”常倩说，“智
能玻璃温室里配套设施十分齐
全，遮阳系统、保温系统、灌溉系
统等协同工作，为蔬菜生长提供
精准、高效的支持。工人干起活
来轻松、惬意。”

种菜不见土，
蔬菜论棵卖

在育苗区域，新生菜苗正享
受“沐浴”。悬挂在空中的喷淋系

统定时启动，细密的水雾如春雨
般洒落在嫩绿的幼苗上。

这是它们的“淋浴时间”。
常倩指着 360 度旋转的喷

头解释道：“幼苗按照长势不同，
接受喷灌的次数也不同。”

当幼苗长到六七厘米高时，
它们将迎来生长阶段的重大升
级——从“淋浴”转入“盆浴”。

工人将这些小苗移植到栽
培槽中，让根系完全浸泡在循环
流动的营养液里。“就像给植物
做 SPA。”常倩轻触栽培槽中的
一棵生菜说，“营养液的温度恒
定，含氧量也充足，这是根系最
舒适的状态。这一切都靠电脑控
制，让每一棵菜的‘日常’都被照
顾得妥妥的。”

这么精心种出的蔬菜要怎
么销售呢？在传统菜市场，蔬菜
按斤计价。常倩却反其道而行，
她的蔬菜按棵卖，每一棵都经过
严格筛选。

“什么？一棵生菜卖 6元钱？
太贵了！”

销售之初，常倩听到最多的
就是这样的疑问。但现在，越来
越多的会员用户接受了“蔬菜论

棵卖”的理念。
“我把这菜种在水里，摆在

餐桌上，想吃了就摘几片叶子，
好吃还好玩。”“这种水培蔬菜的
生长周期还挺长的。”收到会员
们的反馈，常倩开心地笑了。

“这种活体蔬菜如果养得
好，在室内可以继续生长十多
天。”常倩拿起一盆紫冠油菜
展示，“消费者可以像养花一样
养护，随吃随摘。在大城市一些
商超的展示区，这些‘可食用盆
栽’被摆放在精致的展示架上，
成为都市厨房的新宠。我就想把
这种生活方式带来家乡，现在我
做到了。”

有“出生证”的西瓜

在西瓜种植区，每个瓜旁都
夹着一个红色的小夹子，小夹子
上带有一张纸条，上面清晰标注
着西瓜的“出生日期”。

“传统西瓜销售最大的痛点
是成熟度不好把握，为了让大家
吃上好吃的瓜，我们就想出了给
西瓜标注‘出生日期’的主意。”
常倩说，“我们的这点小心思能
确保每个瓜都在糖度峰值时采
摘，再到达消费者手中。”

常倩的小心思可不只是给
西瓜标注“出生日期”，为选出最
优质的西红柿，她进行了农业版
的“超级选秀”。

种植之初，常倩从各地选取
了 116个西红柿品种试种。经过
两年的试验，在顾客和员工们的
共同品测后，最终选出 8个优胜
品种。

“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愿意
自己试一试，别人说得再好，不
如我自己一试。通过这场西红柿

‘选秀’，我定下的优胜品种每次
都供不应求。”常倩说。

为了种出绿色蔬菜，常倩坚
持不用农药。在病虫害防治方
面，她又找到了“色谱防虫”的方
法。

最开始种植时，常倩到蔬菜
大棚都会拿着一个放大镜，盯着
菜叶子上的小虫观察半天。

通过研究害虫的视觉偏好，
她发现：飞虫最容易被黄色吸
引，而一些爬虫或跳虫则偏好蓝
色。

于是，她在田间科学布置下
不同颜色的黏虫板，实现了物理
防治效果。

“农业不应该停留在靠天吃
饭的阶段，科技可以让种植更高
效、更可持续。”常倩说，未来，她
计划扩大智慧农业规模，并带动
周边农户一起转型，让更多农民
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

常倩的故事，是新农人的缩
影。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种植
模式，而是用科技、创新和品牌
思维重新定义农业。

从“论斤卖”到“论棵卖”，从
“凭经验”到“靠数据”，从“单一
品种”到“精品优选”，常倩的智
慧生态园不仅提供了更高品质
的农产品，更展现了中国农业的
未来方向——智能、精准、可持
续。或许，未来的农田里，不再只
有汗水，还有更多科技的闪光。

常倩介绍水培蔬菜常倩介绍水培蔬菜

西瓜带有西瓜带有““出生证出生证”” 水培蔬菜水培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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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