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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辣椒、竹叶菜……6月
5日早晨，正在采摘蔬果的谢玉
华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她是
武汉经开区东荆街道附近村民，
正在代管的共享田园帮忙除草、
采摘。

位于武监高速旁边的这块
地，以前黄土裸露，垃圾成堆。如
今，在全市“四线一口”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推动下，经过城管与街
道共同努力，摇身一变成为生机
勃勃的共享田园。

共享田园吸引市民体验农耕

5日，记者驱车沿武监高速
来到东荆街，走进这片生态农园，
放眼望去，原来杂草丛生的地块
被划分成规整的菜畦、纵横交错
的灌溉沟渠，每块菜地前面放了
一块标识牌，上面写着认养人的
姓名。

“这块菜地是华农校友会认
领的，50平方米，种植了蒲公英、
紫玉香芹、马齿苋等；旁边这块地
是3名市民共同认领的，种植了

他们喜欢的紫苏、芦笋、折耳根等
市场上较少见的蔬菜。”武汉东荆
农场有限公司太白湖生态农园负
责人吴边一边指着各种蔬菜，一
边向记者介绍。

“周末，来共享田园体验的市
民较多，还有不少带孩子来的。
目前共享田园的菜地已有30多
户认养。”吴边介绍，分为全托、半
托、自耕三种形式。

“每种托管方式，根据菜地面
积，价格也不同。”吴边以30平方
米为例，全托一年费用3980元，
半托一年2980元。

村民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在一片种着竹叶菜的地里，
谢玉华等村民正在拔除杂草，她
说：“我们的家就在旁边，走几分
钟就可以到田园来打工。”

现在，像谢玉华这样在共享
田园工作的周边村民，每天有20
余位。有了新的工作机会，她们
再也不用出远门打工。

每逢周末，东荆街共享田园
就变得热闹非凡，不少来自市区
的市民成了这里的常客。

东荆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民认养+村民代管”的模式，
既满足了城市居民亲近自然、体
验田园生活的需求，也为周边村
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看着这片焕新的土地，武汉
经开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感
慨地说，作为武汉八条快速出口
通道的西南通道，武监高速承载
着较大交通运输量，其沿线环境
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这次整治，工作人员对高速
沿线的卫生死角、垃圾堆积、违规
广告牌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
出动挖掘机、清运车等设备185
台次，清理各类杂物300余吨。
如今，从脏乱差的黄土堆到绿意
盎然的共享田园，武监高速沿线
实现了“应绿尽绿”。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王越 肖莉

武汉晚报讯（记者晋晓慧 通
讯员邹卉 赵丽）记者获悉，6月6
日，位于东湖磨山景区全新建成
的东湖荷园开放。这座荷园原位
于磨山景区南麓植物专类园区
域，如今迁至东湖梅园北侧，为游
客带来“夏观荷、冬赏梅”的独特
体验。

全新的东湖荷园占地80余
亩，选址颇具匠心，将自然水景的
开阔灵秀与园林小品的精巧雅致
融为一体。园内汇聚1200余种
荷花，品种十分丰富。值得一提
的是，闭园建设期，东湖的荷花培
育工作并未停止，去年新增的
500个珍稀荷花品种，更是为荷
园注入了新的活力。

踏入园内，巨石镌刻“中国荷
花研究中心”字样，古朴苍劲。沿
着蜿蜒小径向前，“步步生莲”区
域由5组共700个品种池构成，
盛载满溢荷韵。移步至“荷园撷
英”区，8个碗型种植池有序排
列，睡莲、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
高低错落，构建出层次丰富、生机
盎然的景观。等王莲盛开后，5

株王莲直径逾1.5米的巨型叶片
将似天然翡翠玉盘漂浮水面，与
睡莲相映成趣。

此外，荷主题景观小品星罗
棋布，或憨态可掬，或灵动活泼，
点缀其间。大厅内的荷文化馆
内，从荷园的历史渊源、荷花研究
中心的科研成果，到荷花与廉政
文化的精神联结等，全方位为游
客生动解读荷花文化。

目前，东湖荷园的早荷已悄
然绽放，拉开夏日赏荷的序幕，包
括风卷红旗、辰山绯云、子夜、北极
雪等品种。漫步园中，每一步都
能邂逅不同姿态、不同品种的荷
花，或娇艳欲滴，或清新淡雅，市
民游客可沉浸式感受满湖荷韵。

游客可乘坐402/k402、401/
k401、413、682公交车到鲁磨路
磨山站下，步行约10分钟后抵达
东湖梅园（荷园）东门。自驾游的
游客可导航“东湖梅园（荷园）东
门”，停车至磨山樱花停车场步行
抵达。
右图：东湖荷园内，早荷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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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荷园全新建成开园
汇聚1200余种荷花

武监高速旁“长”出共享田园
市民体验农耕,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位于武监高速旁边的武汉经开区东荆街共享田园。 记者陶常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