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们总是在课堂上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道理，但城市里的孩子其实很难明白其中的深
意。如今，他们自己下地播种、除草、收获，才发现
原来老师讲的是这一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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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刘肖与新娘

黄爱林 于 公 历 2024

年 1 月 30 日 正 式 结

为夫妇。

特此登报，敬告

亲友，亦作留念。

找菜友拼地，在上
海郊区实现“种菜自
由”。近期，上海掀起了
一股租地种菜热，600元
就能租到25平方米大小
的菜地。除了种菜，共
享菜园还涵盖了亲子教
育、老年生活与社区融
合等内容，更为都市人
提供了一个回归自然、
释放压力的角落。在菜
地里，“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不再只是书本上的
道理，而是孩子们亲眼
见证并亲身参与的生命
历程。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花几百元郊区租一块地，种菜！
孩子懂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年轻人种出“家乡的味道”

“我在上海做农夫。”这届年
轻人虽然生活在都市，种菜血脉
却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生活在
上海的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在
共享菜园租地种菜的经历。共
享菜园的话题浏览量多达597.2
万次，包含4322篇相关笔记。

上海的共享菜园是什么样
子的？记者来到上海市奉贤区
西渡街道灯鸿路旁。

2023 年 10 月，尚月娥偶然
间看到这片地，想到在文绮中学
读六年级的儿子陈泓宇。既然
劳育也是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给儿子租片地种种也许是
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她找农场
主租下了这5亩地。

开荒让人非常有成就感。尚
月娥用栅栏帮儿子在地里围起了
一片小菜园，就这样，她和儿子陈
泓宇就成了这块地最早的2名菜
农。据陈泓宇介绍，那片草地是
他和同学周末聚会玩耍的乐园。
除此之外，他的菜园里还种着豌
豆、小白菜、土豆等等。

对于自己的小菜园，陈泓宇
有不少规划。例如，空着的那些
地，等来年春天，他打算和妈妈
一起种草莓和番茄。他身后的
兔笼则用来养兔子。“在我的小
菜园里，我可以学到不少农业知
识，还可以吃到自己动手种的蔬
菜和水果。”陈泓宇表示。

后来，尚月娥发现周边的居民
和朋友也想种菜，她和儿子种不了
那么大一块地，不如拿出来共享，
于是便有了现在的兔妈共享菜
园。她告诉记者，现在共享菜园的
菜友主要以亲子家庭为主，还有不
少社会上找过来的青年。

笑笑也是租用共享菜园的
菜友。“为了让女儿远离电子产
品，培养她接触大自然的兴趣和
动手能力”，她在共享菜园租了
一块菜地，种有豌豆苗、香菜、菠
菜以及大蒜等各类蔬菜，通过向
附近农友和菜友请教经验，收成
也还不错。

在照料菜地的过程中，笑笑
的女儿积极参与其中，尽管她尚
不能独立完成种植任务，但也乐
于帮忙洒水、摘菜，感受田间劳
作的快乐。这种寓教于乐的方
式，使得她成功减少了对电子产
品的依赖，转而在绿色田园中找
到了真正的童年乐趣。

菜园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面对镜头时，笑笑也展现了其幽
默风趣的一面。对于自己偶尔
混淆蔬菜品种的趣事，她笑着表
示：“无论它们是什么菜，只要它
们健康生长，我们就心满意足。”
同时，她鼓励更多家庭参与到这
样的田园生活中来，共享种植带
来的欢乐与成就感。

此前，上海掀起租地种菜
热就曾登上了热搜排行榜，阅
读量达791.6万。那么，在上海
实现种菜自由是种什么体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
浦东、闵行、松江、奉贤、青浦、
宝山等地都有共享菜园，租地
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一年不
等，价格和租地面积相关联。

尚月娥办共享菜园的初衷
源于对儿子劳动实践教育的关
注，希望通过亲身参与农耕活
动来提升孩子的劳育素养。同
时，她也想将这一理念分享给
社区内外有共同追求的家庭和
个人。于是，她把5亩大小的地
划分成多个 25 平方米的小块
地，然后以每年600元的价格提
供给周边居民、亲子家庭以及
残疾学校学员自耕种植。

目前，该共享菜园已吸引
了超过30名菜友，包括年轻人、
老年人及残疾学校的学员，他
们在实践中学习播种、施肥等
农业知识，享受接近大自然带
来的乐趣。据介绍，该共享菜
园暂时没有托管服务，将来如
果有需要的菜友多的话会增设
这一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块菜
地上都插着一块橙色的号码
牌。菜友们按照编号认领自己
租种的菜地。这片生机勃勃的
菜地上，满是菜友亲手种下的
油白菜、小白菜、菠菜等绿叶蔬
菜。有的菜地还为蔬菜搭起了
防寒的小型温室。

值得一提的是，该共享菜
园是开放的。菜友可以随时到
地里看顾和采摘自家种植的蔬
果，而农具则由菜园免费提供，

“想让大家如同在自家菜园一
样自由自在。”尚月娥说。同
时，她也计划将来根据节气组
织科普活动，增强孩子们对于
农耕文化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这块共享菜地自成立以
来，见证了不少温暖人心的故
事。例如，晨曦中队小分队的
学生们，播种了以后忘记哪一
片是什么类型的蔬菜，每过一
段时间，他们就会来菜地里看
看，等种子发了芽，看着菜苗
他们依旧分不清。等苗长高
些，他们才认出来各自种了什
么菜。在见证种子长成蔬菜
的同时，他们自身也获得了成
长。

“老师们总是在课堂上讲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但城市里的孩子其实很难明白
其中的深意。如今，他们自己
下地播种、除草、收获，才发现
原来老师讲的是这一回事情。”
尚月娥告诉记者，尽管现在已
经过了播种的季节，但仍有多
位新成员加入进来，他们期待
着春季的到来，届时将一起种
植番茄、黄瓜、茄子等常见蔬
菜。尚月娥也期望能有更多的
志同道合者参与到共享菜园中
来，让这片土地成为连接亲子
教育、老年生活与社区融合的
纽带。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菜园里，
尚月娥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故事。菜友们也在这
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角
落。他们并不在乎种植成果如
何，享受的是种地过程带来的愉
悦心情和对大自然的亲近感。

记者注意到，同样是青菜，
相邻的两块地却种着外形截然
不同的品种，有的叶片圆圆的，
有的则是偏尖的，同样是尖叶的
也不完全相同。除非菜友亲自
来介绍，否则很难说得出这些蔬
菜的准确名字。

原来，这些菜不是上海本地
的，而是来自于不同菜友的家
乡。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尝
试种植当地的特色菜品，以此体
验种植过程和收获的喜悦。“来
自川渝地区的菜友很喜欢用豌
豆尖涮火锅吃，而平时买不到他
们喜欢的那种，所以他们干脆到

共享菜园租地自己动手种。”
还有一对年轻夫妻，平时工

作压力巨大，他们选择每周来到
共享菜园，沉浸于黄土与蔬菜之
间，暂时抛开工作的繁重，让自
己得以放空和舒缓压力。同时，
这片菜园还吸引了退休老人的
加入，有位老先生，并非农民出
身，却热爱种菜。与其他满是绿
叶菜的菜地不同，他的这片地还
种上了蓝莓。

作为兔妈共享菜园的发起
人，尚月娥表示，这片土地如今
已成为社区邻里间交流互动的
场所，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在其
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采访过程中，背景是郁郁葱
葱的菜地，阳光洒在尚月娥的笑容
上，展现出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
面。这块平凡的土地，承载着许多
都市人的故事与梦想，也成为现代
都市生活中的一抹清新绿意。

共享菜园为都市人提供了一个亲子教育、回归自然的角落。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摄

“为了让女儿远离电子
产品，培养她接触大自然的
兴趣和动手能力。”“在我的
小菜园里，我可以学到不少
农业知识，还可以吃到自己
动手种的蔬菜和水果。”

亲子教育

回归自然 遥望家乡

“来自川渝地区的菜友很喜欢用豌豆尖涮火锅
吃，而平时买不到他们喜欢的那种，所以他们干脆
到共享菜园租地自己动手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