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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曾少杰，1963年12月出生，晋江池店
镇御辇村人，自幼爱好书法艺术。

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在庄少波的空中花园里，有上百种植物，他
对每一棵植物都如数家珍：“这两棵铁树连续开
了 8年的花。”“这棵柠檬树是朋友送的，当时很
小一棵，现在都枝繁叶茂了。”“这些火龙果是红
心的。”“这个淮山品种很好吃。”……

满园花香果香，离不开庄少波的精心培育。
而让庄少波最高兴的是，可以和人们共享这满园
花果香。“邻居们有空都喜欢上来看看，觉得多了
一处休闲之地。7楼的邻居还一起出资打造了一
处水池假山园景。把这里当成日常消遣的好地

方。”“昨天我摘了十几斤的豇豆分享给朋友们，
大家都很喜欢。”

20年来，庄少波不断学习，不仅学会了上网
买花苗、和网络上的“同好”交流经验，还从最基
础的种植开始，学习盆栽艺术。2020年，他又学
习将木雕工艺品与植物相结合，创作出全新的作
品。“我把空气凤梨植入木雕中，根据木雕的形
状，创作出不同的主题作品，让原本的木雕工艺
品变得更有生气。”

如今，虽然年近七旬，但是庄少波依然每天
爬 7层楼到楼顶整理花园，“老了有一件热爱的
事情可以做是很幸福的事，打理这片花园，让我
的生活变得充实，变得更有乐趣了。”

青阳72岁庄少波 种植达人的“田园梦”

本报讯 本周，多名大咖专家到晋江市中
医院坐诊、手术。咱厝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经济、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据悉，本周六（7月2日）上午，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薛学义将莅临晋
江市中医院坐诊、手术。本周日（7 月 3 日）上
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周辉良教
授将莅临晋江市中医院坐诊、手术。

温馨提示：请前来就诊患者携带好就诊卡
(医保卡、农保卡)及以往病历、检查报告、体检
报告等资料，以方便医师检查。公众号预约：晋
江市中医院公众号-导诊-门诊预约-名医工作
室（门诊五楼）。

多名专家莅临
晋江市中医院坐诊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池店镇卫生院走进
潘湖村等多家老年协会，为65周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免费体检。

据了解，此次体检对象包含辖区内满65周
岁老年人（1957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包含外
来人口）及辖区内35岁以上高血压或糖尿病患
者、残疾人、低保户、特困户、计生特殊家庭。

池店镇老教专干黄向荣表示，此类活动的开
展，有利于提高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改善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做到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疗。

池店镇开展
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
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晚晴达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诗
般的生活，对于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是
一种奢望，但是喜欢种植花草的人，总能
见缝插针在阳台、院子或者花盆里种上
些许植物，以满足这份期盼。若是能有
几平方米的地方种一点菜养一点花，那
更是欢欣鼓舞的了。咱厝青阳的庄少波
从20年前就开始养花种菜，在屋顶打造
了一个500平方米的花果园，不仅实现了

“田园梦”，为邻居们打造了一处休闲赏
花的绿色空间，更成了邻居们称赞的种
植达人。

走进青阳帝豪广场旁边的华南阁楼顶，俨然
置身于一座规模宏大的绿色花果园。正值夏至
时节，植物们长得郁郁葱葱，一眼望去绿油油一
片。傍晚 5点，庄少波准时来到屋顶，虽然阳光
还很强烈，但是身处这一片绿色之中，却并不觉
得热。

每天傍晚上来花园看看已成为庄少波的习
惯，或浇水，或修剪，或翻盆，有时候什么
也不做，就在花园里散散步，看看
花，“上来看看它们，心里就高
兴。”庄少波觉得养花就是养人，
高兴了身体就好了。

“这么热的天，水分蒸发
很快，每天都要上来浇水，这
一大片浇下来，得 2 个小
时。”庄少波正在给一棵梨树
浇水，树有 2米多高，枝繁叶
茂，树上结满了果子，沉甸甸
地把枝条压得弯了下来。他一
边浇水，一边查看果子的情况：

“今年结的梨比去年多，不用一个月
这些梨子就能吃啦。”他高兴地转身给
旁边的柠檬树浇水，那棵一人高的柠檬树上
一样结满了果子。

庄少波种了很多果树，葡萄、火龙果、桃子、
番石榴、柠檬、柚子、芒果、苹果、梨子……现在正
是结果的时候，红的绿的果子在园里东一簇西一
簇，很是诱人。每到水果成熟时，庄少波便会采
摘下来，送给朋友们吃。也会招呼邻居自己上楼
来摘。

除了水果，庄少波也种了很多蔬菜，韭菜、淮
山、豇豆、地瓜、芋头……这不，浇完水，庄少波又
开始修整起一块地来，“原来种的菜收完了，收拾
一下，准备在这块地里种些小白菜。”

在他的身后，葡萄架下一串串像绿宝石般的
果实吸引了许多小鸟前来啄食，庄少波也不赶，
就任由它们吃。于是，这里也成了鸟的乐园，叽
叽喳喳的好不热闹。

没有退休前，庄少波是一家机械厂的负责人，
一直忙于工作，虽然心里一直有个“田园梦”，却无
暇去想。2002年，一次体检，医生说他有糖尿病，

让他注意饮食和锻炼。于是他开始琢磨起来：
“种菜养花既可以锻炼身体，还能愉悦心

情，又能收获蔬菜，一举多得。”于是说
干就干，他开始了屋顶“造园”之路。

要在空无一物的屋顶“造园”
是件费时费力费钱的工程，更别说
是整整500平方米的一个大园子。

庄少波所住的华南阁是早期
的楼梯房，一共 7 层，房子没电
梯，要在楼顶种菜养花，就得先克
服每天爬上爬下的辛苦，还要解决

土、水、花果苗等问题。
没有土，庄少波就一点点地搬。

他骑着摩托车去周边乡镇的田里找土，
用装米的袋子装满了土，再一袋一袋往楼上

扛，“那种粮袋子可装 50斤，两年时间里用了几

百袋的土，都是我自己从一楼一层一层扛上来
的。”

没有花果苗，庄少波就去种苗市场一点点地
找，哪里看到一棵中意的树苗，无论花多少钱多
少精力，他都要把它带回来。为此，他常常驱车
去南安、泉州甚至漳州的苗圃。

他买种子、引水管、铺土、支架子，每天下班
后都泡在花园里，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园
子整起来。因为不想用化肥，他想尽办法寻找有
机肥：自己烧制草木灰，知道堂弟家养了一群信
鸽，他就定期去堂弟那里载鸽粪……在庄少波的
辛勤打理下，原本光秃秃的屋顶成了绿意盎然、
花果飘香的胜地。整个屋顶被他规划成了几个
区域，盆景区、水果区、蔬菜区、爬藤区……中间
点缀了假山水景，形成错落有致的景致。屋顶花
园漂亮起来了，不仅成为他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也吸引了许多邻居和朋友来赏玩。

从萌生念想到动手造园，一晃20年过去了，
庄少波的空中花园随着时光的流转，花开不断、
四季有景。庄少波很享受每天这样浇水、修枝、
翻盆的时光，虽然劳作的过程有些烦琐，但是整
个人都精神起来了。“现在去体检，身体好得很！”

亲手打造500平方米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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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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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

为了锻炼身体而“造园”

不断学习 有所为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