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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都 市 当“ 共 享 菜 农 ”
刘 莉

周末午后，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葛

西湘骑上车，来到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

田 园 日 记 共 享 菜 园 ，浇 水 、除 草 ，开 启

劳作。

“种菜看似简单，其实惊喜不断。”和

葛西湘一样，不少向往田园牧歌的城市

居民已不再满足于在自家阳台上种菜，

而是开辟出自己的小菜园。分割清晰、

地块平整，还能手把手教学的“共享菜

园”是不少人的心头好。“晨兴理荒秽，带

月荷锄归”，正成为不少都市人的选择。

都市田园梦

踏入田园日记共享菜园，一片片整齐

划分的土地映入眼帘，地与地之间用低矮

竹篱隔开，既保持了独立性，又增添了几

分自然美。不少地块入口处挂起了富有

个性的牌子，上面写着承租人为自己的小

菜园起的名字。“都市陶渊明”们在地里收

着大白菜、胡萝卜等作物，或蹲，或站，或

扛着锄头⋯⋯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一年有四五百位客户，大多数

用户只租一块地，有的用户会多租，比如

这个菜园的租户就租了四块。”田园日记

共享菜园创始人赵恩涛指着其中一片小

菜园说。田园日记创办于 2017 年，有五

六百块地，每块地 30 平方米左右，每块地

被分成 24 个方格，可种植 10 多种蔬菜。

这种模式并不新鲜，为何如今又重

新被更多人关注？

赵恩涛直言，城市居民的种菜需求

一直有。土地少，时间紧，技术门槛较

高，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兴起，更多人了解到共享菜园这种

形式，而人们种菜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

多元：放松心情、劳动体验、亲子互动、吃

上新鲜蔬果等，不一而足。

“农场工作人员会通过微信细致地

提醒每个阶段需要做的任务，确保用户

获得专业帮助，就算是零经验的种菜小

白也可以完成。”已经在田园日记承租了

两年的葛西湘说。

此外，团购的推出也让共享菜园变

得更加实惠。笔者查找信息发现，有不

少商家提供“共享菜园”相关的团购，地

点多位于北京市郊，主要分为自耕自种、

半托管、全托管 3 种模式，对应不同的服

务参与度和硬件条件，每年的租金价格

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承租期间，客

户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果蔬产出收获

归 属 权 以 及 菜 园 提 供 的 种 植 技 术 指

导等。

不同于“农家乐”，共享菜园可以体

验从播种、耕耘到收获全周期的农耕农

事。每年 3 月到 7 月，农场最是热闹，西

红柿、黄瓜、辣椒、豆角、茄子等各种蔬菜

悉数登场；8 月底到 11 月则以种植大白

菜、萝卜和各种叶菜为主；12 月到次年

2 月需要休耕，大家暂时休整，等待春天

的到来。

不同于承租农田，共享菜园更为轻

量化。赵恩涛说，在田园日记的半托管

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下单浇水、

拔草等任务，按次收费。每平方米浇水

2 角，拔草 3 元，每道工序明码标价。在

全托管模式中，从买种到开地，甚至收割

也可以请菜园工作人员帮忙收好包邮到

家，用户不需自己拓土开荒，便能吃上新

鲜的瓜果蔬菜。

不论哪种形式，一隅田间承载起越

来越多“都市陶渊明”的田园梦。

“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接触土地的

机会减少，许多中老年人也离开曾经生

活的农村，可他们对土地有着天然的需

求和特殊的感情。”葛西湘说，共享菜园

让都市人的田园梦变得可感可触，它们

成为中老年人的情感寄托，也让年轻人

与孩子感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在这

片温热土地上与祖辈建立起更深的情感

关联。

天然研学场

在传统的“田园牧歌”基础上，共享

菜园被注入了新的乐趣。不少农场开设

采摘园、露营地、亲子活动课程等，位于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的 麦 浪 农 场 就 是 其 中

一个。

麦浪农场创始人宋琳是位“95 后”，

2023 年春天，她办起“麦浪农场”，每块地

面积 25 平方米左右，根据模式不同，年承

租价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为吸引客

流，农场在菜地、采摘园、花田开展大量与

农业田园相关的主题活动。“很多参加农

业亲子活动的家庭得知有共享菜园后，也

都加入了承包小菜园的行列。”宋琳说。

在中国人心中，土地一直有着旺盛生

命力和吸引力。作为现实版“开心农场”，

为生活增添了乐趣与可能性的共享菜园，

既是共享经济的探索，也是一种新的农业

实践模式与生活方式。

带着孩子体验农耕、亲近自然的家

庭用户，在共享菜园中尤为常见。家住

北京市西城区的张姣姣一家，每周驱车

1 小时去到城郊的共享菜园。

“我们基本一周来一次，今年已经是

我们租共享菜园的第五年了。”张姣姣边

收胡萝卜边欢快地说。不管是翻土、播

种、浇水，还是除草、采摘，孩子可以边劳

动边学知识。

在她身旁，孩子拿着小铁锹跃跃欲

试，一方田园成为直观天然的“研学场”，

一家三口不仅收获了蔬菜，也收获了乐

趣，在充满趣味性和互动感的菜园里，暂

时远离都市喧嚣。

种菜，不仅贴近自然，也是一种放松

休闲方式。2022 年，职场妈妈葛西湘在

兼顾工作与家庭中倍感压力，“迫切需要

一个地方去释放和疗愈”。那年秋天，她

在田园日记租下一片小菜地，当年就收

获了几百斤白菜。“没想到一小片土地可

以种出这么多白菜，很有成就感。土地

带 来 的 回 报 很 实 在 ，心 里 既 感 动 又 踏

实。”葛西湘说。

不同于很多人开车去共享菜园，葛

西湘通常是骑车去。“骑车去菜园的路

上能感受到一年四季的美。春天有一

点 新 绿 ，夏 天 下 过 雨 的 小 路 空 气 很 清

新，秋天小路变得金黄，冬天有皑皑白

雪。我经常在路上看见美丽的夕阳，每

次都会停下来拍照。”她说，自己每周都

会去菜园，夏天有时一周会去两三次，

每次待上一两个小时。她在自己的朋

友圈写道：“每次都是心里空荡荡地去，

开开心心地回。”

两年多过去了，土地的回报和馈赠

以及种菜的过程给葛西湘带来意想不

到的体验。热情的工作人员分享蔬果

时的善意、自己独处的时光、双手触摸

杂草和泥土时的新鲜感、赤脚感受到的

与土地的接触、菜园变得整齐之后的成

就感⋯⋯一点一滴的细节汇聚，让种菜

这件事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

从耕种到结果，瓜果蔬菜遵循大自

然的规律，不紧不慢地生长着。身处菜

园的人们在劳动中获取心灵慰藉，生活

变得简单充实。“种出属于自己的蔬菜”

仿 佛 一 道 魔 法 ，让 人 感 慨 大 自 然 的 奇

妙。离城市不远，方寸间的菜地，就这样

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的“诗和远方”。

趣意桃花源

吸引越来越多租户的共享菜园，都

面临着一个问题：靠什么留住租户们？

在赵恩涛看来，他并不急于铺摊子、上规

模，而是聚焦做优服务、提升体验。

对于共享菜园运营方而言，找到一

大块合适的土地本就不容易。田园日记

的土地承租于中农春雨休闲农场。“找一

块合适的土地其实还挺难的。”赵恩涛

说。找到环保的农场用地后，并非一租

了事，还有维护、运营等一系列后续工

作。每年续租率达到 80%至 90%的田园

日记，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作出了一

系列有益尝试。

社交网络游戏“开心农场”曾一度十

分火爆，游戏用户可以在线上领取任务

并完成种植。田园日记通过开发小程

序，将种植指导细致化、可视化、游戏化，

不仅增强了种菜的趣味性，也大大提升

了用户忠诚度。租户可以通过小程序在

线规划菜园的布局，领取每一阶段的细

分任务，还能签到抽取真实可种植的种

子，这种虚拟与现实的联动大大提高了

共享菜园的趣味性。

“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学农业的

大学生，他们不仅要懂农业知识，还要能

与用户交流，为用户提供服务。”赵恩涛

说，开办第一年，田园日记只有 20 多位用

户，之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四五百位用

户，关键就是优化服务，帮助用户解决

问题。

原本做财务工作的宋琳，整天与数

字打交道，在一次露营时偶然了解到共

享菜园这类项目，“我觉得挺有意义、挺

好玩的，自己也想办个共享菜园试试”。

开办麦浪农场后，她的生活变得忙

碌且充实，完全从零学起的她开始关注

种植方面的知识。她说，很多人愿意享

受田园生活，菜园刚办起来的时候，招募

承租人比想象中要容易一些。最难的地

方在天气，如果碰到刮风下雨，农作物很

容易被破坏。

“我们吸引客户的地方，主要在于健

康新鲜的蔬果以及自己动手种植的乐

趣。”宋琳说，她打算通过增加采摘活动

等方式鼓励大家来种菜，和亲子活动相

结合，再通过运营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账

号拓宽宣传渠道。

大部分共享菜园位于城郊，天然地

联通城乡，还能盘活城郊乡村的部分闲

置土地，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小小一方

菜园，不仅是都市人的“桃花源”，也提供

了消费新场景。

实际运营中，共享菜园也在不断探

索发展路径，逐渐完善商业模式，持续优

化用户体验，回应人们的内心渴望和深

层需求，更好满足都市人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冬日来临，共享菜园陆续闭园静候

春天。到那时，你是否也想步伐悠闲在

田间走走停停？毕竟，做一个幸福的人，

不一定要“面朝大海”，脚下有一方菜园，

兴许也就足够了。

健身年卡月卡哪个更划算

张

晓

到健身房办卡时，总会被问一个

问题：办年卡还是月卡？

有人觉得，年卡能激励自己长期

保持运动热情，也更划算；有人觉得，

健身房可能中途“跑路”，月卡风险更

低，一次性支出几百元比几千元压力

小得多；还有一些“健身小白”想先办

一张月卡试试水，先培养运动习惯再

说。理由多多，选择不同，目的都是经

济压力小一些，健身动力大一点。

年卡和月卡哪个更划算？人们习

惯于这样算账：用年卡价格除以 12，

得到平均每个月的费用，价格算下来

比月卡划算得多。

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类人：购买健

身卡时斗志昂扬，却很快变成“间歇性

运动，持续性躺平”；逢年过节吃胖了，

想要在跑步机上高效减脂；旅行前、

婚礼 前“ 临 时 抱 佛 脚 ”，进 行 身 材 管

理⋯⋯这类人群健身动机强烈，但持

续时间不长，短则几周长则两三个月，

热情消退便不再去健身房了。如果头

脑一热购买了年卡，一张激发身体活

力的健身卡，很可能变成被遗忘在角

落的“废卡”。

如果您符合上述情况，不妨换一

种思路来算账。

先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沉没

成 本 ，即 已 经 发 生 且 无 法 收 回 的 成

本。有句话被不少人熟知：沉没成本

不参与重大决策，意思是不要纠结于

过去已经投入且无法收回的成本，应

该及时止损，避免在未来失去更多。我们虽不该在决策中过分考

虑沉没成本，但要有意识地控制成本。

购买健身卡之后，卡费就成了沉没成本，无论是办卡后再也没

有踏入健身房，还是天天撸铁跳操，这项成本都无法改变了。对于

不能坚持去健身房的人而言，几千元年卡与几百元月卡相比，沉没

成本要高得多。

也有人想运用沉没成本倒逼自己：狠狠心办一张年卡，为了不

浪费这笔钱，用花钱的“肉痛”逼自己多运动。可随着时间推移，人

们对沉没成本的感知越来越弱，过去支付的费用渐渐被淡忘。这

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办卡当月天天跑健身房，而一两个月后“三过

健身房而不入”。

要想运用沉没成本激发运动热情，或许购买月卡效果更好。

以一个月为支付周期，对沉没成本保持敏感，更有动力提高健身频

率，让这笔钱花得更值。

许多消费者在健身房门口犹豫之际，常遭遇“临门一脚”。长

期卡折扣、赠送私教体验课等各类促销活动，用较低的边际成本对

冲花更多钱时产生的“损失厌恶”，让消费者觉得赚回一笔；有的健

身房提供免费体测服务，身体素质不达标的结果，增强了消费者为

健康付费的冲动；“直角肩”“A4 腰”“天鹅颈”等层出不穷的概念，

让人们甘愿为所谓好身材提前买单。遇到这些情况，千万别“上

头”，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让办卡热情降降温，回归理性消费。

强身健体是每一位健身人的追

求 ，也 是 许 多 人 踏 入 健 身 房 的 初

衷。在购买健身卡时，既要考虑价

格高低，也要衡量价值几何。更重

要的是，真正找到适合自身的运动

类型，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逊 克 有 颗 红 宝 石
马维维

前不久，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的奖牌正式亮相，奖牌正上方镶嵌的一

颗红宝石格外吸睛。这颗红宝石正是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逊克北红玛瑙，产

自边陲小城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这颗红宝石是玛瑙，又因其来自我国

最北地带，人们也称它“北红玛瑙”。

“亚冬会奖牌背面，饱满鲜艳的逊克北

红玛瑙如红日当空，照耀着充满勃勃生机

的龙江大地。”奖牌设计者、黑龙江省设计

集团设计师邹存亮说，亚冬会奖牌设计借

鉴的是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理念。

逊克北红玛瑙历史悠久，在此出土的

新石器时期的玛瑙箭簇距今已有 4000 多

年。据《逊克县志》记载，1976 年，经黑龙

江省地质勘测队认定，逊克县内阿廷河流

域有储量较大的优质玛瑙矿。上世纪 80

年代，逊克玛瑙由原石开采逐渐发展为以

玛瑙石为原料，雕刻成唐马、人物、花鸟和

戒指项链等工艺品，远销国内外。

有趣的是，大名鼎鼎的“南红玛瑙”主

要产地之一是云南保山市，“北红玛瑙”的

产地在逊克县宝山乡，两地发音相同，玛

瑙各有千秋。“南红”常见朱红色、粉色、玫

瑰色，“北红”则以红色为主，兼有黄色、白

色和紫色。“北红”近些年势头很猛，其具

有的高硬度和透度非常适合制作各类珠

宝和工艺品，由于化学性质稳定，适合长

期佩戴，加之储量有限，引得众多宝石爱

好者争相出手。

北红玛瑙对逊克有多重要？外地人来

到逊克深有体会：走在红玛瑙大街上，住在

红玛瑙酒店里，可以去红玛瑙影城看场电

影，还有宝山玛瑙小镇、玛瑙博物馆、玛瑙

艺术馆，更有连续举办了 23 届的“红玛瑙

艺术节”。

逊克人有个理想，要让北红玛瑙走出

逊克，让更多人了解逊克。

酷爱收藏奇石的李瑞山，2011 年从部

队退役后，选择留在逊克创办了北红玛瑙

奇石艺术馆。“北红玛瑙有着和田玉的油

润、翡翠的通透、宝石的硬度，是逊克的一

张金名片。”10 年前，他和同行牵头成立了

逊克县观赏石协会，参加各种博览会，以团

队的形式推广北红玛瑙，让外界了解逊克

独特的玛瑙文化和深厚的人文历史。

在李瑞山看来，逊克玛瑙的加工工艺

仍有待提升：“不能粗放，必须注重品质与

工艺的双赢，产业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北 红 玛 瑙 奇 石 艺 术 馆 的 不 远 处 ，是

2014 年由李洪宇夫妇成立的洪宇玛瑙精

品轩。“起初只是销售一些原石、简单工艺

品，销量并不大；2021 年我们扩大了经营

规模，除了实体店销售，还有电商代理，收

入十分可观。”李洪宇说。

在逊克县，玛瑙加工企业、经营实体店

铺、网络销售平台有 200 余家，北红玛瑙产

业年销售额达上亿元，资源优势逐渐转为

发展优势。

近 几 年 ，黑 龙 江 大 力 发 展 创 意 设 计

产 业 ，为 逊 克 北 红 玛 瑙 带 来 提 升 附 加 值

的好契机。“龙江文化”系列胸针、“瓶安”

系列首饰等玛瑙创意产品 50 余款，旅游

纪念品、展会文创、饰品、生活家居等众

多品类⋯⋯逊克红宝石产品设计水准持

续提升。

在逊克，每个人都会如数家珍般地为

你讲述宝山乡的玛瑙有多红、有多美，而承

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北红玛瑙，正在更大

的舞台展现逊克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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