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

身处城市，对田园生活心向往
之。没空间？找片屋顶做“ 空中菜
园”；没资金？收“ 破烂”集齐瓶瓶罐
罐⋯⋯日前，上海理工大学几位大学
生突发奇想，在校园的屋顶开始了他
们的“ 农耕生活”。几袋种子几袋土，
现代农夫上阵，他们播下的第一批青
菜种子已冒出葱葱绿意。

本报记者 严柳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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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 光盘
行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后勤
部门也要积极参与进去，从改善食堂
饭菜的口味、科学控制饭菜分量等方
面做起，和同学们一起，做好‘ 光盘行
动’！” 市教委后勤保卫处处长王立
慷和市学校后勤协会常务副会长成
冠润昨天向记者表示，“ 光盘行动”
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
参与。

“ 我看到了你们倡议成立‘ 光盘

联盟’ 的事情，这是一件蛮好的事
情。”王立慷处长表示，高校大学生正
是长身体的时候，作为后勤部门，他
们将为大学生提供更为营养、安全、
可口的食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
择；另一方面，上海高校内的大学生
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沪上各高校在提
供大众菜的同时，也设有一些风味食
堂，以满足来自各地大学生的不同口
味，以避免同学们因为食堂饭菜的口
味问题而产生浪费。

“ 当然，学生要做到爱粮、惜
粮，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
氛围，这就需要全社会一起来推动
这个事情。”王立慷处长告诉记者，
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上海高校大
学 生 的 浪 费 情 况 总 体 来 讲 并 不 严
重，“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比以前
也好多了。”

成冠润副会长认为，成立“ 高校
光盘联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 根据我们的调查，一座万人高校的

食堂，每天浪费的泔水约为300公
斤。”他谈到，“ 光盘行动”是一个系
统工程，也是同学们优秀行为的养成
过程。

“ 我们学校后勤部门也要积极参
与进去，” 成冠润副会长表示，“‘ 光
盘’这件事，不能光靠学生做。我们作
为后勤部门，首先要确保菜肴的口
感、营养，不能让学生因为这个因素
而产生浪费。另一方面，有些学生浪
费米饭是因为米饭出现了结块现象。

尤其是到秋冬季节，米饭放久了就很
容易出现结块现象，我们现在建议学
校食堂能够将米饭打松了再卖给学
生，避免学生因为米饭结块而浪费，
同时注意米饭的保温。此外，后勤部
门也要做好科学计划，尽量减少剩菜
剩饭。”

成 冠 润 副 会 长 认 为 ，“ 光 盘 行
动”也是对高校后勤工作的一个触动
和很好的推动力，“ 我们愿意和同学
们一起，共同努力，减少浪费现象。”

市教委相关部门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
将从改善食堂饭菜的口味等方面做起

空中农场本是一个概念化的设
想。去年10月，他们从报刊上觅得灵
感。“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主意。平时，身边常有同学养小植物，
也有同学想再阳台里开一个菜园。”
杨琛说，“ 做‘ 农夫’，是都市人的一
个梦想吧。”

他们思考了“ 需求对接” 的问
题：一方面，城市的屋顶空间大面积
闲置，是否可能被利用起来？另一方
面，城市人渴望复归田园生活。他们
对食品安全忧心忡忡，也对田园生活
心向往之。这些年兴起的农家乐、真
实版开心菜园就是例证。

他们在网上找到一位农业专家，
四处调查取经，最终，选择了在外语
系教学楼顶楼觅得一片空地，搭建起
了农场的雏形。“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更加健康、便于推广的生活方式。”杨
琛说。

“ 将来农场还会扩大，过街的通
道也能利用起来，墙上也能种些农作
物，玻璃小屋可以当展览厅⋯⋯到时
可就热闹了。” 端木诗毅陶醉在他的

“ 田园之梦”里。

百颗青菜种子历经寒冬已发芽
如果从空中俯瞰城市，层起的屋

顶绿意葱茏。都市人攀到顶楼，也可
春种秋收⋯⋯上海理工大学enactus团
队副队长、大一学生端木诗毅描述他
理想的城市空中菜园。

对这群年轻人来说，构想和现实
只有咫尺之遥。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
院楼顶，他们辟出了30平方米空间。
这是大学生们的屋顶菜园，四周被木
质菜框环绕。

今年1月19日，该团队一群大学生
在放寒假回家前，在框内植入营养土，
并播下几百颗青菜种子。至于这些青
菜是否能成为盘中餐，他们并无把握。
毕竟，这群久在都市、常在书斋中的大
学生，还是第一次尝试“ 播种”。

今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几位大学
生由此惴惴不安，生怕经历寒冬腊
月，几百颗种子将被掩土中，颗粒无
收。一个月之后，春意渐至，他们一回
到学校，便呼朋唤友，爬上顶楼，一推
门，不禁欢呼起来———

种子已经冒了芽。靠近东面的蔬
菜框内，已是一片绿意葱葱。菜苗从土
里冒出了头，密密匝匝，遮盖了泥土。

“ 真觉得太神奇了。”大一学生杨琛说。
记者日前来到上海理工大学外

语学院的“ 空中菜园”探访。田园里
的青菜长势颇旺。靠近东面的蔬菜框
里，菜叶长势极佳，狭促的菜框已经
容不下这么多“ 住户”了。它们争先

恐后向上生长，争夺阳光。

屋顶花园低成本
屋顶菜园才建了一个月，已经渐

渐热闹起来。除了四周的菜地之外，
窗台上，空地上堆满了瓶瓶罐罐，有
截去瓶口的矿泉水瓶，废弃的马克
杯，塑料咖啡杯，快餐盒⋯⋯等填满
了土，播下各色种子，就成了一块微
型的“ 农田”。种子如果顺利长成，农
场将会收获薰衣草、黄杨菊、薄荷、小
番茄等各种农产品。

其实，在屋顶上建菜园的设想，
在上海并非首例。媒体早已报道过商
务楼中的“ 空中菜园，”甚至有商家
瞄准这一商机，专门走街串巷，兜售
楼顶菜园业务。

大二学生杨琛专门去探访了专
业楼顶菜园。这些经过专业设计的菜
园，木质地板，设计精致，蔬菜框精雕
细琢，布置错落有致，如同花园一般。

当然，这花园般的菜园，虽光鲜好看，
却代价不菲，大约每平方米就要600
元钱。显然并不适合大学生人群，也
不太可能在大众群体中普及。

“ 和他们比，我们农场虽然不如
他们精致，但成本很低，”杨琛介绍，
上理工的空中菜园不时尚，但绝对

“ 天时地利”，这片楼顶的农场经过
防水，周围铺排水管，场地宽大，适合

“ 耕作”。除了周围的蔬菜框、种子、
泥土花费了一点钱之外，其他几乎没
有开销了。

对空中菜园来说，种植容器也是
一大开销。如果全靠购买获得，则太
过昂贵。于是他们想到了“ 废物利
用”这一方式。“ 我们准备开春后，去
收一段时间‘ 破烂’。”端木诗毅业余
在咖啡店打工，从咖啡店的垃圾箱里
找来了许多塑料杯，但现今收到的容
器都是小型的。“ 如果有废弃的浴缸、
废弃的马桶就好了。废物利用，不花

费分文，但很有设计感。”

会员制吸引“ 校园农夫”
在校园里独创空中农场，倒并不

是自娱自乐。农场是一项艰苦的劳作，
定期浇水、松土、打理，会产生一定的运
营成本。现在，空中农场已初具雏形，将
来该怎样让它维持“ 春种秋收”？

“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做农夫。
同时，我们也设计一套制度，让农场产
生循环造血功能。” 杨琛告诉记者，他
们设计了一套农场管理“ 会员制”，吸
引同学来参加。同时，也略微地补偿他
们购买种子和土壤的成本支出。

“ 入会”的同学支付5元入会费，
自带一件容器，就可以领一袋种子，
一捧土，做一个“ 校园农夫”。他可以
参加农场的耕作、管理，在学业繁忙
时，他的“ 菜地”也能交付其他人托
管。到果实长成的季节，他可以来农
场体验丰收。

》憧憬

大学生自力更生当农夫 校园屋顶搭建“ 开心农场”

青菜嫩芽历经寒冬从土里冒出头，如今已是一片绿意葱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