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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写字楼里忙碌的上
班族，对着电脑屏幕，敲击着键
盘，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下班后，他们摇身一变，成
了自家阳台上的“农夫”，精心照
料着那些蔬菜瓜果，沉浸在一片
绿意之中。

阳台种菜

28岁的李阳是一名广告策
划人，家住运河区学府花园小
区。

曾经他也和同龄人一样，下
班回到家后，点个外卖，窝在沙
发里追剧打游戏。

时间久了，李阳觉得生活枯
燥乏味，这个年龄不应该过这样
的生活。

偶然一次，他在手机上刷到
了一个在阳台上种菜的视频，从
此他便有了新身份。

每天下班后，他不再像以往
那样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而是迫
不及待地走进阳台。

在这个不足 5 平方米的小
空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盆，里面种着生菜、香菜、辣椒
等。

“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想
在忙碌的生活中找点不一样的
乐趣。没想到，这小小的阳台菜
园，成了我每天最期待去的地
方。”李阳笑着说。

在写字楼里，他是为了工作
而忙碌奔波的打工人，压力如
山；而在阳台上，他是与自然亲
密接触的“农夫”，看着种子发
芽、长大，心中满是宁静与喜悦。

这种从紧张的工作节奏到
悠然的田园生活的转变，让他找
到了生活的平衡。

下班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
奔向阳台，他看着一阳台的绿
色，走到这个跟前看看，走到那
个跟前摸摸，记录着这些蔬菜的
生长。

工作一天下来，难免会感到
疲惫和烦躁，但只要走进阳台，
看到那些生机勃勃的蔬菜，李阳
的心情就会瞬间变好。

“浇水、施肥、修剪枝叶，这
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让我忘
却一切烦恼。”李阳说。

每到假期的时候，李阳也不
爱出门，索性就在菜园旁放了一
把躺椅，拿一本书，看看书，瞅瞅
菜。

在沧州，像李阳这样在阳台
种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城市
的喧嚣中，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小
小的田园，在种菜的过程中，找
到了心灵的慰藉。

“田园时光”

周梓园今年 32 岁，来沧州
工作已经5年了。

去年，她搬进了运河区阳光
国际小区的新家，开启了属于她
的“田园时光”。

“当时挑选这个住处的时
候，我就本着一个标准，必须有

间阳光充足的小阳台。”周梓园
说。

新家是她和别人一起合租
的房子，她租的这一间恰好有个
3平方米的小阳台。

她在这个小阳台上，精心搭
建起种植架，这里种满了她心心
念念的番茄。

这些番茄，从破土而出的嫩
芽，到逐渐长出果实，每一个阶
段都凝聚着她的心血。

“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就
像看到了生命的奇迹，那种成就
感是在工作中很难体会到的。”
周梓园说道。

在她眼中，阳台种菜不仅是
一种兴趣，更是一种心灵寄托，
从被工作裹挟的打工人，变成了
能够掌控生活节奏、亲近自然的

“都市农夫”。
因为住处离公司较近，她午

休时间，也会回到家里，去看看
这个小菜园。

“以前总是觉得生活很单
调，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给这些蔬
菜浇浇水，看着它们茁壮成长，
感觉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份不一
样的色彩。”周梓园说。

阳台种菜还成为周梓园的
一种社交方式，催生了独特的

“种菜社交”。
她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

的种菜成果，分享种植心得，与
网友们互动交流，建立了一个充
满活力的种菜群。

她还在小红书上，发布了大
量的种菜笔记、种植攻略和成果
展示。

从种子发芽，到收获蔬菜，
每一个阶段都被记录下来，吸引
着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网友们在评论区分享自己
的经验，互相请教种植技巧。

“我在小红书上认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交流
种菜的心得，分享收获的喜悦，
这种感觉很棒。”周梓园说。

“现在下了班，我最喜欢做

的事就是逛逛绿博园，为我的
农耕生活置办装备。”周梓园
说。

周梓园的抖音号里，搜索的
话题也是关于阳台种菜的，关注
的博主也是专门讲解种植技巧
的。

这份小小的牵挂，让她在忙
碌的都市生活中不再孤单，找到
了一片宁静的港湾。

花园变菜园

张翠柳家住运河区一城枫
景小区，是我市一家幼儿园的老
师。

几年前，张翠柳家的阳台上
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和绿植。直
到随手种的一盆香菜在阳台上
扎了根，她和丈夫决定，把阳台
上的花全部换成蔬菜。

生菜、菠菜、香菜、油麦菜、
土豆、洋葱......张翠柳家的阳台
上一片生机盎然。

“我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大自
然，每天下了班就喜欢沿着运河
边散步，看见别人家的菜地种满
了辣椒和西红柿就十分羡慕。”
张翠柳说。

去年冬天，张翠柳和丈夫把
5 平方米阳台重新设计改造了
一番，还专门装上了暖气片，把
花园变成了菜园。

每天下了班，夫妻俩争先恐
后地钻进阳台，看着绿油油的青
菜，他们爱不释手。

“你知道品尝着自己亲手种
的蔬菜是啥感觉吗？那种清脆可
口，香甜汁嫩的口感，让人特别
满足。”张翠柳说。

前不久，家里的菠菜出现了
问题，起了很多腻虫，张翠柳查
资料、看视频，学了很多蔬菜种
植知识，也顺便了解了很多病虫
害的防治方法。

腻虫治理成功后，她还把经
验传授给身边跟她一样喜欢种
菜的朋友。

夫妻俩天天在小菜园里摸
索，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

“我家就喜欢攒各种各样的
泡沫箱子，有时候出门还会把一
些合适的泡沫箱子捡回家，看看
适合在里面种些啥。”张翠柳说。

这个小菜园，对于张翠柳来
说，不仅能缓解一天的工作压
力，更能让人回归宁静。

“前几天，菜园里熟了两个
草莓，我丈夫小心翼翼地摘下
来，洗干净装进白色的小盘子，
拿了两把小叉子放在我面前，我
觉得太有仪式感了。”张翠柳说。

小菜园每天带给张翠柳不
同的幸福感，蔬菜可以随吃随
摘，还能增添生活乐趣，丰富精
神世界。

智能种菜机

孙浩林今年 30 岁，从事人
工智能工作。一年前，孙浩林迷
上了阳台种菜。

因为从事的专业与人工智
能有关，孙浩林的菜园有些与众
不同。

传统的种菜方式要与城市
的现代化同步，在科技的加持
下，孙浩林的阳台种菜变得“高
大上”起来，充满了科技感。

各种智能设备、新型种植技
术，让孙浩林的阳台种菜之路更
加便捷和高效。

智能种菜机成了孙浩林的
首选。他在自家阳台放置了温湿
度传感器，安装了自动滴灌系
统，通过手机APP就能实时监控
蔬菜的健康状况。

他只需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软件，轻轻一点，就能了解蔬菜
的生长情况，及时调整光照、水
分和养分。

“这就像是给蔬菜请了一个
私人管家，所有的数据一目了
然，种菜变得轻松多了。”孙浩林
笑着说。

“红鸟”番茄，垂直生长不超
过 60厘米，非常适合狭小的阳
台空间；“绿宝石”番茄即便在日
均 3小时光照下依然能够挂果，
适合城市阳台光照不足的环境；

“铁皮”番茄对白粉病免疫率达
98%，能减少病虫害的困扰……

这些种植经验都是孙浩林
在不断地尝试中总结出来的。

除此之外，孙浩林还利用
3D打印技术，定制种植器皿。他
还在“阳台菜园”里打造了鱼菜
共生系统。

“3D 打印定制盆器可以根
据阳台的空间和个人喜好，打造
出独特的空中种植矩阵，充分利
用垂直空间。”孙浩林说。

种菜养鱼，这是孙浩林父亲
年轻时的梦想，没想到孙浩林把
鱼菜共生系统变成了现实。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生态循环，既环保又有趣。

当他们亲手埋下种子，看着
幼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直至
收获果实，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
与期待。

在这个小小的阳台上，他们
种下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对生活
的热爱,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阳台上的菜园
本报记者 董芳辰 摄影报道

沧州这些年轻人把菜园“搬”进了阳台，菠菜、生菜、小番茄、辣椒……
他们在这里释放工作生活的压力，享受美好“田园时光”——

张翠柳的阳台小菜园

孙浩林的阳台小菜园科技感满满孙浩林的阳台小菜园科技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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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智动AI工作室：
通过 AI 系统赋能百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实现获客和盈利。联系方式：1813179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