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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除了晾晒衣服、储纳物品，还能干什么？

近年来，城市居民的阳台除了养花，“菜化率”也

在逐年提高，居民纷纷化身“都市农夫”，在繁忙

的都市生活中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很多年轻人也纷纷加入了“城市农夫”

的队伍中，开启了自己的都市田园生活。

（一）

随手打开网上购物平台搜索“阳台种植”，

就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商品种类，种菜神器、多层

种菜专用箱、盆栽蔬菜种子、智能水培机应有尽

有。家住南湖公馆的“80 后”宝妈刘颖告诉记

者，自从有了孩子，她便更加关注食品健康方面

的信息，尽可能让孩子吃得更安全、更健康。现

在，孩子马上读小学了，基本上吃的都是自家阳

台上种的蔬菜，新鲜又健康。

刘颖告诉记者：“种菜的同时，我和孩子一

起观察蔬菜的生长过程，也是一举多得。现在

的孩子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借暑假机会带

着孩子在阳台上种种菜，也让他认识认识大自

然。”她跟孩子一起成功种植过韭菜、小葱、大

蒜。重在体验，让孩子自己种菜，不仅增强孩子

的动手能力，也能让他更加明白粮食的来之不

易。

“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参与从播种到收

获的全过程，是一场生动的自然科学课和劳动

教育课，有利于引领孩子亲近自然、培养责任

感。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很多家长选择阳台种

植，不仅仅是给餐桌加菜，更重要的这是一堂生

动的亲子教育课。与孩子共同种菜，寓教于乐，

既能提高孩子的观察能力，还能增强孩子的动

手能力。

（二）

“你看，摆满绿植，最显眼的那个阳台就是我

家。”家住洋浦花园的“90后”姑娘宫洁的阳台远远望

去郁郁葱葱。她介绍，家里阳台不仅有发财树、绿

萝、多肉等绿植，还种植了薄荷、空心菜、葱和西红

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小宫多了不少居家时

间，“之前困在家里不能出去，种点东西只是为打发

时间。后来慢慢变成了我的一个爱好，一直到现在

都很享受种植的过程。”现在，小宫家的绿植早已不

仅限于阳台，客厅里也是一片绿意盎然。“以前点外

卖用完就扔的塑料碗，现在都被我用来栽培植物

了，我还专门制作了蚯蚓堆肥塔，增加土壤肥力。

还有平时剩下的咖啡渣现在也存下来喂食蚯蚓了，

这样种出来的菜环保又健康。”最初接触种植的小

宫，在网上购买了不少肥料、种子还有浇水工具，现

在的小宫会更多地从生活细节出发，既节约成本又

环保。

（三）

“在阳台上放置三五个方形种菜箱，箱子底铺上

一层塑料膜，堆好土壤，撒下种子，我的阳台小菜园

就是这么开始的。”家住长久家苑的徐阿姨提起她的

种菜过程十分愉悦。现在她的菜园已粗具规模，有

着空心菜、西红柿、茄子等各色蔬菜，徐阿姨还种了

一棵小小的橘子树。可谓是过着自给自足的悠闲

“田园生活”。

“可省了不少出门买菜的麻烦，想吃什么上楼顶

摘就好啦。”说起自己的这个小菜园，徐阿姨一脸得

意，“我种的菜长势可好了，邻居们都来我家里摘，回

去做了菜招待客人，都说好吃，有时候一次不够，还

得过来摘一次，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当然，除了徐阿

姨，邻居们也在她的带动下，将自家的阳台小菜园种

植得有声有色。现在邻里之间也把闲聊话题从家长

里短转移到了种菜经验上。“平时聚在一起聊天，常

常讨论最近种些什么菜好，自己家里的菜种的怎么

样，一说起这些大家都停不下来了。”徐阿姨津津乐

道，“各家种着不同的菜，自家菜熟了便招呼邻居过

来摘些去吃，或是想吃什么菜了自己没种便去邻居

家采些来吃，这一来二去的，邻里关系处得很和睦，

大家其乐融融，在这住着心情也好了。”

（四）

线上阳台经济很“火爆”，线下是什么情况？为

此，记者采访到朝阳区一家经营种子生意的店主王

誉。他告诉记者：“现在进购的种子很多都是根据年

轻人的需求进行改进的。幼苗、肥料、设备等一系列

产品一起打包发给顾客，有很多商品还是无土栽培

技术，满足年轻人养护起来更省心、放心的需求，销

量很好。”

与中老年人不同，很多年轻人“种菜之意不在

种”，而是为了享受经营“菜园”带来的惬意与乐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向

时尚性、便利性、安全性倾斜。随着种菜工具、装备

的人性化、智能化发展，阳台种菜会越来越简单。随

着城市农夫普及度的提高，阳台种菜也成为城市农

业“破局”的一种新方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记

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淘宝发布的《2022阳台种菜

报告》中显示，一季度淘宝、天猫平台各类蔬菜种子

销量同比增长迅猛，购买人数连续3年增幅超100%，

其中“95后”占购买总人数的60%。有机质营养土、铁

锹锄头铲子三件套、浇水壶等配套装备的销量也在

不断上涨。今年以来，智能种菜机在淘宝、天猫平台

的销量更是同比增长超200%。

不过，“阳台经济”虽好，仍有诸多细节需要注

意。对此，有关专家也给出了几点建议：一、安全应

置于首位，种植前需提前考虑阳台承重问题；二、鉴

于居民住宅的公共性，尽量少使用农家肥，避免造

成附近居民的困扰；三、如有条件不妨尝试无土栽

培等新兴形式，让高科技与田园乐趣能够结合得更

加紧密。

都市菜农：打造阳台小菜园
本报记者 王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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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出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家里有宽敞阳台的居民，

纷纷开始大展身手，不同于以往仅是摆弄花草，而是纷纷当起了“种菜达人”，将各类时

令蔬菜、水果搬上了阳台。家里的餐桌也摆上了自己辛勤劳动的小成果，赶起了“阳台

经济”的新潮流。都市青年开始在阳台种菜的举动，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由”，还释放了

压力、美化了家居环境、增进了邻里社交。一些传统农企也嗅到商机，推出了阳台种菜

系列产品，“都市菜农”推动着阳台经济日渐火热。
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持续聚焦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

力发展庭院经济，形成了一镇一特、一村

一品，小规模、大产业的庭院经济发展格

局，为村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渠道。

今年到保镇继续种植万寿菊庭院

经济项目，共种植36公顷，主要栽种在

各村街道两侧、农户庭院中，大田也栽

种少许。近日，对7个村的万寿菊进行

采摘、收购，共采摘41890斤，7个村共

收入16756元。

整个万寿菊的生长期共能采摘8

次左右，而且采摘的产量会逐渐增加，

因此就万寿菊这一项就能带来16万元

左右的收入。

种植万寿菊不仅美化了环境，还给

农户增加了收入，高平村的宁国权高兴

地说：“来年还会继续栽种，因为万寿菊

不仅好管理、不得病，而且都是上门收

购，非常方便。”

到保镇正计划以庭院经济为促进

农民增收的突破口，以美化村屯环境为

主抓手，走出一条以万寿菊栽植为主的

特色产业之路。

（通讯员 吕南南 本报记者张慧
勇整理）

种植万寿菊增收

近期，一位“90后”女生的“抠门”日常被央视报

道。这位女生叫乔桑，自从接触到“断舍离”和“不消

费主义”，便惊觉自己原来“仓储人生”的荒谬。于

是，她开始处理家中多余的一切。衣服只留16件，就

连自己的房子也“断舍离”到只剩一个宽阔的大开

间。房间内仅有床、餐桌、衣柜等6件家具。除了“扔

东西”，她也开始削减自己不必要的欲望，从根本上

降低消费，极简生活。对她来说，这是在解决“资源

过剩”的问题。她的生活，也被记录在了名为《生活

的减法》的CCTV纪录片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网友思叶：“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减少不必要

的消费，减少资源过剩导致的浪费，减少因为不必要

消费带来的入不敷出。”

网友小红兜：“很棒啊，只有我觉得很酷吗？”

网友采薇：“我喜欢谷满仓粮满屯的感觉，后疫

情时代，家里面适当还是要囤点东西，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

网友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

没有对错。”

网友仙人掌心的火龙果：“我准备朝这个方向进

行。”

网友只云片雨：“这个深有感触，生活中总觉得

买了留着用，所以就不停买，结果一年用不到几次。

基于经验，最近买了个小冰箱，东西现买现用。”

网友念暖：“允许自己做自己，也要允许别人做

别人。”

网友开开：“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买衣服了。因

为之前的衣服实在太多。但一直舍不得扔，总觉得

瘦了还可能再穿。以前还喜欢买书，书柜里好多没

拆封的书。从今年开始，只要我买书都要看完后才

能买新的。”

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类似这样的文章标

题：《月入3万，养不起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而

这恰恰是大部分年轻人的写照。其实大多数人痛苦

和焦虑的根源，不是来自赚不到很多钱，而是源于过

高的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一个人如果能够让自

己的欲望少一点，才有精力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丰盈，

才能发现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王忆遥整理）

这样的“极简生活”多快乐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哪些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当事人
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纠纷有哪些？

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下列纠纷，属于劳动

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

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

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以及应否支付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发生的纠纷；

（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

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发生的纠纷，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

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发生的纠纷；

（五）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

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

（六）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

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纠纷；

（七）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的

纠纷；

（八）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

发生的纠纷；

（九）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发生的纠纷。

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保密或者离职后不得从事相关职业吗？

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

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

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

支付违约金。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

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

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

劳动就业法律小知识

近日，松原市公安局环侦支队开

展水源地隐患大排查行动，在一级水

源地哈达山水库破获非法捕捞案件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现场扣押

田螺6吨，非法捕捞船只10艘。松原

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域内偷盗渔业

资源犯罪，坚持宣传教育、综合治理、

打击惩处相结合，今年上半年全市共

破获非法捕捞案件7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2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

松原公安机关在通过主流媒体

及新媒体平台开展多频次、全方位、

全覆盖宣传的同时，结合“隐患大排

查、民意大走访”等活动，入户宣传

禁渔禁捕政策法规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走访排查涉渔餐饮场所、

销售市场，摸排非法捕捞等违法犯

罪线索，实施精准打击。进一步加

大对松花江流域重点部位联合执

法，推动共建共治工作格局，严密防

范偷捞盗捕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

犯罪行为。

（通讯员 李越 本报记者张慧勇
整理）

重拳打击非法捕捞

近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教育局组

织开展首届“青春无悔 不负韶华”高中

毕业生“知家乡 爱家乡 赞家乡”研学

实践活动，7期共计223名高三毕业生

参加。

研学活动的第一站是长白口岸

国防教育基地，通过一张张图片、一

件件实物，详细了解革命先辈在长白

大地留下的革命足迹和长白县发展

历程。接受完红色教育，同学们来到

千年崖城景区，参观并亲身体验走在

玻璃栈道上的胆战心惊，研学最后一

站在十九道沟村老坡口，随行老师教

同学们辨认各种树木，讲解保护森林

的重要性和方法，真人CS基地对战将

森林实践活动推向高潮。学子们亲

密接触家乡的美景后，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也更加坚定了建设家乡、报效

祖国的远大理想。

（通讯员 王伟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研学实践促成长

近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医学院《美人蕉有效成分提取

及活性研究》项目，从 528 所高校的

8614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22 年科学

探究类）二等奖，实现了该校在全

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

类）国赛奖项中零的突破。

据了解，白城医高专基础医学

院从 2020 年开始参加省赛 ，与本

科院校同场竞技，曾获得省赛二等

奖 2 项、三等奖 3 项。这次获得国

赛二等奖，是今年全省唯一获得此

国赛奖项的专科院校。

该学校对自然科学研究非常

重视，深知在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

建设的道路上，提升科研水平是当

务之急。基础医学院以率领学生

参加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为

窗口，增强学生创新意识，提高科

学思维能力，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而努力。

（通讯员柳国洪 陈宝林 本报
记者张慧勇整理）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