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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过多打扰，困难
人士更需要尊严”

初见荣哥，只见他身穿朴素的黑
色T恤、悠闲裤、脚踩人字拖鞋，朴实
的他开口第一句便说：“做爱心餐馆其
实是微不足道的事，在我自己看来是
无所谓的。”

荣哥的“妈打私厨”自2020年12月
1日正式开业，1年前为完成自己开餐
馆的初衷，张贴了《免费吃饭》的海
报。海报贴出约一周后，有一位60多
岁的流浪汉老翁进店。“当时看到老人
衣着比较破烂，让他稍等，我去厨房准
备了一份饭，打包给他带走。”荣哥记
得，老人说话含糊，看上去是无家可归
的流浪汉，“我又不敢问老人太多，毕
竟每个人都需要尊严，尤其是有困难
的人，他们可能有某些难言之隐。”

在记者采访的十几天前，一位说
着湖北口音的小伙子让荣哥印象深
刻。小伙子一到店便和荣哥说：“很
饿。”荣哥招呼他坐下，马上进厨房为
他准备两菜一汤。“小伙子是看着导
航，从黄埔步行来员村的，他说自己几
天没吃饭，因打工被骗，身无分文
……”荣哥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小伙

子吃了五六大碗米饭，看得出他真的
很饿，吃饭期间拉着我和老婆不停地
说自己的遭遇，我们也耐心地听着，不
敢插嘴，或许他真的需要一位倾听者愿
意听他倾诉。”

在荣哥的印象里，一个月会有五
六位困难人士向他主动求助提供饭
菜：“客人们都很自觉，餐馆开业以来
没有出现吃‘霸王餐’现象，有困难的
人是真的吃不上饭才到店的。”

“经历过人生艰难时
刻，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41 岁的荣哥祖籍在湛江，从小在
广州长大，年轻时血气方刚、调皮好
动。曾经营工程装修、工艺品等生意
的荣哥，人生并非一帆风顺，2009 年
做生意失败，同年母亲逝世，身上背负
着高额债务，还要养家糊口……回想
十几年前的经历，荣哥语音有些停顿，
叹了口气：“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
最艰难的时候，看着年幼的孩子，想到
还有家庭，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当时
打过零工，后来当起了网约车司机，一
天赚100多元，慢慢渡过难关……”

疫情期间，荣哥为节约成本，亲力
亲为在后厨当起了大厨，而老婆荣嫂
则在店面负责点菜、传菜等工作，夫妻
两人合力经营着一家 9张桌、2间房、
约 80 多个餐位的小餐馆。回想起做
爱心餐馆的初衷，荣哥说：“从小很喜
欢炒菜，以前看过一则新闻——在马
来西亚有一群小伙子经营着一家餐
厅，也顺便帮助没饭吃的人。那时候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开餐馆，
或许能免费提供饭菜给有需要的人
吧。”多年过去，荣哥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开餐厅的初心。

傍晚 5 时许，荣哥为妻子和女儿
做了两道简单的家常菜——菠萝炒排
骨、鱼汤浸白菜。6时许，荣哥的食客陆
续到店，“妈打私厨”的后厨热气腾腾，
荣哥顾不上自己的晚餐，便埋头在高温
的厨房准备客人早已预定的菜品。有
时候，荣哥这一忙就忙到了深夜。

“自己经营餐馆只是一种谋生方
式，当自己能吃饱饭就尽微薄之力帮
助困难的人，每个人在艰难时期会很
无助……”采访结束前荣哥表示，想对
正在经历困难的人说一句话：“相信一
起都会好起来！”

这个夏天，你在城市里种菜了吗？有电商平台发布
《2022阳台种菜报告》，今年一季度各类蔬菜种子销量同比
暴涨，购买人数连续三年增幅逾 100%。上海、东莞、北京、
苏州、广州位列最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五名。

除了果蔬种子，花盆、营养土、肥料、园艺工具都成为
了热销品，搜索热门社交媒体，可以轻松搜索几百到上千
条的阳台、屋顶种菜攻略。这一波“都市农夫”热潮中，“85
后”至“95后”成为消费主力，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也越
来越高。

都市农夫们，除了追求“足不出户，果蔬自由”，更多也
是从石屎森林的田园镜像中寻找一份乐趣和心灵慰藉。绿
色耕种，也渗入了城市的每一角落，为社区增添活力。

“90 后”吕常青迷上种菜后放
下了手机与游戏，说起阳台种菜的
经验，他头头是道：“朝南全日照阳
光充足、几乎所有蔬菜都可以种
植；朝北全天几乎没有日照，应选
择耐阴的蔬菜种植，如莴苣、韭菜、
芦笋、香椿、空心菜、木耳菜、蒜黄、
黄豆芽、绿豆芽。”

两年前，他把自家阳台清理了
一块出来种姜和小番茄。没想到
一发不可收拾，如今整个阳台都已
经被种植蔬菜的泡沫箱和盆子放
满。他说，现在每月的收成，足够

供应自家需要，基本实现蔬菜自
由。

最早让他萌生阳台种菜念头
的，是没法去远郊游玩：“以前总想
着老了的话，去周边郊区买个房子
租块田来种菜，后来想想，在阳台
尝试一下也可以啊。”

刚开始种菜时，他说，没少交
学费，“部分蔬菜并不适合阳台种
植”，“买了一些自动喷淋装置，结
果把根都泡烂了”。过了一段时
间，他从这种阳台耕作中找到不
少乐趣：“看着蔬菜长势喜人，非

常疗愈。”
“85 后”郑绮玲和吕常青的心

境相近。她笑说，自己是被儿子
“带入坑的”。儿子学校布置了在
家发豆芽的作业，结果发的全蔫
了。绮玲只好自己亲自动手：“没
想到还挺好上手的。”

她把自己种菜的经历放上社
交媒体，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她这才发现，和她有相同爱好的
人并不少。在家种菜既是放松，
也成了一种社交模式和热门的社
交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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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学(金谷校区)的孩
子们体验稻田生态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有困难来吃饭 多一双筷子而已

这个广州老板温暖了困难群体的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实习生 郑舒雨

“小事一桩，无所谓的，我这里什么都不多，就食
材多！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已……”沿着广州天河区
育英路直走，“妈打私厨”门口张贴的红底白字海报
格外显眼。海报上写着一段话：“免费吃饭！如果您
在广州市没有收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小店，告诉
服务人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是，不必
客气！……”这个暖心的举动，在老板荣哥眼里仅是
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履行了他开餐馆的初衷。

◀“ 妈 打
私 厨 ”老 板 荣
哥亲自掌勺

“妈打私厨”门口张贴着“免费吃饭”的海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马思泳 图/受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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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种菜，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因同一田园梦联结而成的
众 多 种 植 社 群 ，在 广 州 越 来 越
活跃。

“樱桃萝卜三天就发芽了，看
到冒出来的一点点小绿，太开心
了！”……在“食农宝盒”的种植

“打卡”群中，每天不断有种植组
员分享植物生长情况、种植心得，
这片线上种植小乐园显得十分热
闹。

在都市农夫热潮下，广东岭
南教育慈善基金会主导发起公
益项目“食农宝盒”，一大群都市
新农人自发形成乐活社群，“打
卡”群中既有种植达人，也有种
植新手，其乐融融。

“前段时间因担心疫情反复，
有人买大冰柜存大量食材，我们

则提倡‘不如自己种菜’，以劳动
体验生活自助，在种植中分享家
庭生活乐趣。”广东省岭南教育慈
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黄义介绍，“食
农宝盒”自去年年底研发，今年 4
月中策划推广，目的是让城市人
在家中也能成为“都市新农人”。

宽铲、松土耙、蔬菜种子、种
植手册、营养土、隔土层、种植槽、
蓄 水 槽 ……“ 食 农 宝 盒 ”一 如 其
名，所有种植物品汇集于方形盒
子中，一应俱全。“食农宝盒”免费
派发，种植人需以小组为单位报
名参与，有经验的种植达人为组
长，组员们则多为种植新手。

4月下旬以来，“食农宝盒”的
种植“打卡群”有 60多个种植小组
每天按照群里任务“打卡”，宝盒
启动、播种、关注土壤、移苗分株

……种植小组成员关注作物成长
的同时，分享自己的种植心得和体
验，“都市新农人”的初体验让种
植人颇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活动实施一周多以来，感受
到各位‘都市新农人’的兴奋，他
们好奇植物的生长过程，期待发
芽、结果……有大学生小组还专门
拍摄延时摄像，记录幼苗的成长过
程。”据黄义观察，“食农宝盒”的
家庭种植体验让不少人在种植中
回归生活的本真，在润物细无声中
释放心理压力，疗愈身心，同时促
进人与人之间以朴实的方式分享
和互动。

广东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城
乡汇专项负责人一笑则说：“植物
有生命，希望更多的都市新农人们
体验到种植的美好。”

“种菜”成热门社交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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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苦干、体验乡间种植的“新农人”们

新悦活

有专家认为，在城市中合理利
用屋顶、天台、架空层等地方进行
种植，在提高绿色率的同时，还能
让城市肌理更丰富，让社区更有
活力。

去年，“广州城市小菜园”工程
在广州花城广场举办启动仪式，这
是全国首次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建设“个人专属菜园”的城市行动，
鼓励市民自愿自主利用门前屋后、
阳台、房顶、外墙、庭院空地及其他
空间建设“小菜园”，满足其拥抱绿
色生活的美好愿望。广州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小菜园有
望成为社区的“黏合剂”，社区居民
通过建小菜园，交流心得、分享产
品，增加共同语言，促进和睦相处，
守望相助。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城市耕
种在广州一些商业空间里早已出
现。2018 年，太古汇的屋顶菜园诞
生，屋顶菜园首期占地 60 多平方
米，目前已扩充到 200 多平方米，
最多可同时种植 60 至 70 个品种的

时令蔬果。为实现“有机环保”，太
古汇屋顶菜园还利用餐饮租户日常
产生的厨余，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
用来施肥。

而在广州城投集团的五楼天台
的“城市小菜园”，自去年 7 月播下
第一批种子，如今已是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据了解，这片占地
面积约 300 平方米的天台小菜园，
是由城投集团发起、广东省岭南
教育慈善基金会协助打造，员工
们化身都市新农人，利用闲余时
间在此播种、浇水、除草、施肥，
享受着收获的乐趣。

据了解，这抹充满生机的田园
绿意还将从城市商业空间延伸到广
州的幼儿园与小学中。黄义透露，

“食农宝盒”项目准备在 100所学校
开展，招募 1000 个家庭体验“都市
新农人”，培养儿童与青少年在农业
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认知，通
过科普、耕种、食育、环保与创新融
合等多种方式，重新建立人与土地、
人与食物、人与社会的联系。

乐活社群传递收获的快乐

绿色耕种渗入城市钢筋丛林

都市新农人

立足第一产业，深耕二、三产业。“红土
金菠”并不止步于以水果姿态走出去。

2021年，广东菠萝跨县集群产业园（湛
江垦区）成功入选当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名单。依托产业园，广东农垦不断
拉长菠萝产业链条。菠萝果肉按照食品加
工方向，引进智能化、自动化生产设备，加
工罐头、果汁、冻干等休闲食品，菠萝茎叶、
菠萝皮渣、加工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综合利
用,提取生物酶,生产菠萝纤维、超肽酶和
饲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提升菠萝综
合效益。

湛江农垦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2
年，产业园内菠萝产业综合产值（菠萝一二
三产值）预计在23亿元以上，菠萝二、三产
业产值占综合产值的 60%以上。一个园
区，全产业链，依托“园区+链条”模式，如今
每亩新品种菠萝平均利润5000多元，相比
之前的普通菠萝每亩平均增加2000元的利
润，每亩收入足足翻了一倍。

依托“一核两区一基地”的产业空间布
局，未来，产业园将延伸菠萝产业功能，探索
菠萝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模
式。通过挖掘广东农垦菠萝引种历史、侨乡
文化等资源，融入雷州半岛旅游资源，重点
打造集现代农业生产、文化展示、康养、旅游
为一体的“友好-红星菠萝特色小镇”。

如何撬动23亿元产值的生意经？
菠萝圈顶流的红土金菠

最近这3个月的菠萝季，各种美食平台到处都是
关于菠萝的N种吃法。带刺的外表下，酸酸甜甜的口
感，既是可口的水果，也是可以加工成菜肴的美味。

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看徐闻，这句话是菠
萝圈的名言。但其实，徐闻所在的湛江市，是中国菠萝
种植的优势区。其中，“红土金菠”是湛江的本土菠萝
品牌，代表着严格的标准化种植生产出的优质菠萝。

在广东菠萝跨县集群产业园里，菠萝种植面积突
破18万亩，其中优质新品种菠萝3万亩以上。依托广
东菠萝跨县集群产业园，广东农垦菠萝立足第一产
业，深耕二、三产业，走出了广东，一路走向世界人民
的餐桌。

酸酸甜甜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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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切粒后用盐水浸泡 10 分
钟，和切粒的牛排一起串成串，喷上
少许油，放进空气炸锅 180 摄氏度
15分钟，中途翻一翻双面，出锅前撒
上些许辣椒粉和孜然粉。一道酸酸
甜甜带点微辣的空气炸锅菠萝牛肉
串就这么简单。

以上做法并非来自菜谱，而是席
卷小红书的一道美食做法。社交平台
成美食圣地。今年以来，小红书上掀
起一阵菠萝牛肉粒炸串的制作热潮。

作为菠萝界的优等生，“红土金

菠”菠萝是菠萝花式做法的绝佳选
择。湛江，也被称为雷州半岛，光照
充足、气候和土壤结构的适宜让菠萝
在这里可以一年四季开花结果，也让
菠萝口感更加优秀。

菠萝咕咾肉、椰香菠萝司康、凤
梨酥、凤梨派……南粤大地上的美食
盛宴里，菠萝的身影十分强势。4月
13 日，“红土金菠”更是登上林依轮
直播间，歌手界最会做菜的大厨林依
轮现场介绍和演示菠萝的最佳吃法，
吸引了众多粉丝下单。

“红土金菠”，优质菠萝代名词

“红土金菠”源自广东农垦红
星农场。如今，红星农场的菠萝种
植面积达 2 万多亩，年产量 3.5 万吨
以上。“红土金菠”以台农 17(金 钻
凤梨 )、台农 16(甜蜜蜜 )等优良菠萝
品种为主，主要面向一线城市、新
一线城市为主的高端消费群体。

从“愚公楼菠萝”到“红土金菠”，
但曾几何时，菠萝之乡也一度面临菠
萝滞销的困境。因为品种单一、种植
管理技术落后、化肥使用过度等问
题，曾经辉煌的徐闻菠萝一度品质下
降，价格下跌。面对卖不出去的菠萝
和农民辛劳一年后愁苦的脸，彼时任

湛江农垦红星农场生产科负责人的
李康伟愁白了头。

为了让徐闻菠萝“活”过来，李康
伟带领团队赴海南调研并引进台农
17、金菠萝等新品种，努力学习先进
的生产技术，采用有机肥料种植，致
力打响“红土金菠”的金字招牌。与
此同时，李康伟引进了“台农 17 号”

“金菠萝”“甜蜜蜜”等新品种，并优化
种植技术流程，菠萝等级化，现如今，

“红土金菠”代表严格的标准化种植
生产出的优质菠萝，红星农场也成了
湛江最大的菠萝种植基地及最新技
术发展地之一。

23亿元产值
菠萝产业园里的生意经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杭莹 许悦

种菠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