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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老龄协会协办

公益速递公益速递

11 月 26 日，无锡永明女书文化研究中
心，在耘林生活公寓共享大厅开展“乐活耘
林”扇文化学堂——女书团扇绘制活动。

11月27日，无锡市优恩户外运动指导中
心，将在无锡公益创新创业园四楼开展志愿
者急救培训活动。

11 月 28 日，无锡市木子书香阅读馆，将
在阳光城市花园 C 区 22-2 开展公益绘本阅
读，欢迎0-6岁小朋友报名参加。

11 月 28 日，梁溪区手牵手家庭支持中
心，将在龙山社区开展“守护星星”——服务
成果展示暨项目结项仪式。

11月29日，新吴区万家惠家庭发展服务
中心，将在山明社区开展市残联“爱之声”项
目活动。

11 月 30 日，无锡市启新志愿者服务中
心，将在太二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12 月 1 日，无锡市清莲传统文化艺术中
心，将在梁溪书院开展少儿曲艺快板活动。

（黄孝萍整理）

作别都市享受绿意：择几亩地过农夫生活

跟着孟庆荣的导航，一路到了惠山区。乡
间的小道已是水泥路，只是路实在太狭窄，两辆
车是断不能交会的。熟悉这里道路的车子看到
对向车辆，会早早找到一处岔道让行，让人心存
感谢。小路两边是沟渠，实在怕“阴沟里翻车”，
那就随意停在某位老乡家门口，打个招呼，对方
基本都会慷慨允诺。沿着一垄垄菜田，能看到
一排十余户人家组成的简易房，黄色的菊花和
很多不知名的花草开得正艳。看到有陌生人，
看家护院的小狗汪汪叫，接着就有人来相问“你
找哪家”。

孟庆荣的家在这排简易房的最东头，因周
末有好友相访，上街吃饭去了。他家的门根本
没锁，每个房间都开着门。四四方方的桌子上
有各种水果茶点，从邻里那里借来的五花八门
的椅子别有风味。邻居家也都没锁门。不久孟
庆荣回来了，欣然一笑，说这里就是如此，“路不

拾遗，夜不闭户”，外出不用担心，邻居们都会互
相照应。

其实孟庆荣的家原本在惠山脚下，但他还
是觉得城里太喧哗。“我十五年前就有想法，要
择一处安静的地方养老，学陶渊明”，孟庆荣说，
城市里钢筋水泥的建筑实在太多了。这些年，
他去过宜兴的不少乡间，远的到过安徽、甘肃和
贵州，偶然间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有五亩农田可
供种植，当即实地考察。离城市不远，朋友们都
可常来常往，他探访过几次后，觉得确实是理想
的地方。

刚搬来时，他还每天开着电动车往返在城
乡间，后来觉得特别麻烦，干脆把城里的家具、
书籍等都搬到了田边的简易房，和这里种菜的
农民一起劳作生活。他稍稍修缮了房屋，厨房、
卫生间、客厅、书房和卧室一间都不少。除了饮
水有些困难，其余的像网络和电视啥都有。

或许是人类骨子里对土地的向往，今年65岁
的孟庆荣在退休后兜兜转转，找到了几亩田地，种
种菜、养养小动物，感受脚踏实地的满足与乐趣。
每周都有好友三五成群前来探访聊天，惬意的慢
生活让时光更美好。

收获满满真开心收获满满真开心

我家小羊初长成我家小羊初长成

田间地头好颜色田间地头好颜色

告别城中旧宅，搬进不上锁的乡间小屋

今年元宵节，孟庆荣正式成了这里种植户
中的一员。周边的邻居多是从外地来的农民，
图的是一份自由，老家若有事可随时回去。像
孟庆荣这样的无锡本地人是“独一个”。大家都
在说，这老头是来“自讨苦吃”的吗？而孟庆荣
连种地经历都未曾有过，所以一切要从头学起。

好在邻居们都有经验，别人种啥他就跟着
种。邻居们犁地时，会顺带帮他翻完地。他还
拜了位种了三十多年地的老师傅，有问题就去
请教。比如种莴苣，他现在明白了，用育好的苗
效果更好，栽种时一定要让小苗露出头。番茄
长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掐尖，长势才能好。白菜
追肥时，千万不要碰到叶子，而且要赶紧浇水，
这样才不会灼伤根系。和别人不同，他的菜园
里品种丰富，“光青菜就种了五六种，还有豆苗、
韭菜、金花菜、大蒜叶”，孟庆荣表示，这些菜一

到收获时，吃都吃不完，会和邻居分享。
起初，他也上街赶集卖过菜。“别人都不认识

我，半天就卖了十多元”，老孟说，他退休金够用，
不差那点钱，就再也不高兴外出卖菜。反而是周
边一些饭店慕名而来，他也很随意，菜可以收割
了，就去送一点，没有固定的时日。他的菜基本都
是露天菜，长得慢、产量低，外表也没那么光鲜，但
是吃过的人都说特别好吃。一烧就烂，青菜带点
甜，“这可是经过阳光雨露自然天成的菜”。

每周都有朋友来看他，有的来地里摘菜，有
的带着孩子来看看农作物，还有人纯粹来田里
劳动一下，“啥农活儿都不会干的城里人，拔草
总还能行”。有些朋友会带点油盐酱醋来，怕他
断货。他的朋友都是文化人，一起喝茶聊天。
看到他家来人，总有邻居不声不响会把地里的
菜放点在他家门口。

体验稼穑意义，做一个无欲无求的农夫

其实很多都市人都有田园梦，但孟庆荣说，
真正要下决心很难。他喜欢农村的环境，干农
活就当锻炼身体，反正退休金也交得起一年万
元左右的租金。真正搬过来后，才知道生活又
要从零开始了。先期的各种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可不少，已花了五六万元了。建水塔、搭大棚，
还要添置各种农具。

农村的集市上什么都有卖，他还养了许多
动物。他一口气买过70只小鹅崽，只成活了5
只。鸡倒还好，现在慢慢养出了经验，开始产
蛋。他喂的是青糠、黄豆和地里的菜叶，邻居们
卖剩下的菜也会给他留着。养鸡过程中，黄鼠
狼实在难防，一到晚上趁着公鸡、母鸡的夜盲
症，会钻地打洞，小鸡一叼一个准。为此，他重
新弄了鸡笼，把防护栏都改成铁丝网。鸡蛋是
最抢手的，供不应求，除了保证自己每天早上两
个新鲜的鸡蛋外，收获的鸡蛋会被大家一抢而
光。

他的地里还养了几只羊，其中一只买回来
时怀了小羊。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有邻居来

敲门，说他家的羊一直在叫唤，估计要生了。他
赶紧按大家的主意，去铺好干草，后来发现生了
两只小羊。那天所有邻居都来看热闹，住在隔
壁的王子强在洋溪中学读初一，他说到这事特
别兴奋：“最喜欢孟爷爷家的小动物，小鸡、小
鹅、小羊都特别可爱。”

孟庆荣说，乡间的生活很充实。当季蔬菜
自给自足不用买，邻里间也会互相赠送。有时，
他还会去周边的野河里钓鱼、摸螺蛳和河蚌，上
次还看到了一只2公斤多的野生甲鱼，他感到惊
喜。

在乡间生活已9个月，每天早上6点30分
起庆，放鸡、放羊两小时，下午能小睡一会儿，也
可以忙忙农活儿。累了就在田埂边上休息一
下，没有什么要赶的，特别放松。孟庆荣说，他
长了好多农业知识，可以好好规划明年的种植
计划了。当然，当农夫没有外界想的那么轻松，
哪怕是机械化了，也需要一定的劳动量，但辛苦
付出与带来的欢乐是成正比的，他很享受这样
的生活。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钓鱼摸螺蛳，享受与小动物共处的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