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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就爱看天气预报，极端天气增多让他焦虑

26岁“气象迷”盼多点风调雨顺
本报记者 孟燕

劳作一年，荒滩变农场

城市主妇李芳莲的“农场梦”
本报记者 穆静

3岁不爱动画片

爱看天气预报

小时候半夜下雨，他就静静坐
在床边听滴滴答答的声音。打闪
时，他就跑到楼顶，看看闪电在哪
儿。“不爱看动画片，一看到电视里
主持人播报天气预报，我就像着了
魔一样。”小魏说，从3岁起他就对
气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就连小时候
经常做的梦都是关于天气的。“梦
见自己变成了云，到处飘；梦见自
己变成了风，吹走了乌云；梦见自
己变成了雨，落在地上。”

2000年，13岁的小魏开始用日
历记录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那时
候的网络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只能
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天气预
报。“看了中央台，再看山东台，其
他台的也看，每天预报的温度、晴
雨等情况就记在日历上。”小魏说，
那时候他也开始自己“预报”天气
了。“也没天气数据的统计，就是看
看今天的天气，在第二天上画个太
阳或者雨的符号，第二天再对比
实际情况看一下。”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小魏的书桌抽屉里已经堆满
了天气日历。最早的2000年的那
一本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模糊
了。“黑色、蓝色的笔迹都是预报，
红色的是根据实况进行的修正。”
小魏的每一本天气日历都记得密
密麻麻的，这些都是他的宝贝，外
人很难理解其中的乐趣。

22岁自学理论

办气象爱好者群

“老天爷的事儿很神奇，即使
是最先进的观测手段，也很有可
能预报不准。”小魏说，他喜欢这
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但是当
时有限的气象常识已经满足不了
他的胃口了。

2009年，他开始加入一些专
业的气象论坛，在里面认识了一
些志同道合的“气象迷”，一起讨
论天气情况。“那时候一有空儿就
看气象常识、气象原理的书，还查
阅了很多济南市的气象资料。”小
魏说，学习了理论，他对气象的认
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前只是

‘喜欢’，现在才是‘研究’。我的天
气日历也越来越完备了。”

网络的进步给小魏
这样的业余气象爱
好者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利用
网络就可以
查 询 到 各
种天气图
和气象卫
星 云 图 ，
还有国外
观测机构
提 供 的 气
象数值。“我
能 查 到 欧 洲
的 气 象 数 值 ，
你 看 这 个 是
8 5 0百帕温度
图 ，通 俗 说 红
色 的 就 是 变
热 ，蓝 色 的 就
是 比 较 冷 。通
过这些，可以知道低空温度。”小
魏说，虽然这些有一定的参考作
用，但是也要根据济南的自身气
候特点修正，特别是区县的预报。

因为气象，他也和济南市气象
台的预报员们结缘，还常常在网络

上一起讨论济南的天气情
况。“我报得挺准的，

记了这么多年，我
对济南天气气
候的特点已
经把握得挺
准了。看个
一两天，根
本 不 可 能
报准。”

为 了
能和更多的

气象迷交流，
他还组建了一

个“山东气象爱
好者”群，网友们
在里面对每天的
天气数据进行讨
论、分析，平时还
会组织聚会、聚
餐。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盼多点风调雨顺

虽然大学没能入读气象专业，
工作也没能进入气象系统，多少有
点遗憾，但是每天能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并坚持下去，对于小魏来说
已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

除了痴迷于气象之外，这位
26岁的小伙子和其他年轻人没有
什么区别。小魏在高新区某IT企
业做销售，平时工作并不轻松，常
常还需要出差。观云识雨、看气象
图占据了他大量的业余时间，每
天晚上8点统计天气实况已经成
雷打不动的习惯。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让小魏和
其他气象爱好者都有些焦虑。“像去
年冬天旷日持久的雾霾天，3月份的
异常高温，南方的强对流天气。”小
魏说，去年冬天的雾霾天已经严重
影响了气候模式，以后可能每年都
会出现这样的雾霾天，短期内并不
好解决。“虽然天气是老天爷的事
儿，但是人类活动对天气已经产生
了不可逆的影响，破纪录的天气状
况越来越多了。”

虽然气象爱好者钟情于破纪录
的极端天气，但是小魏说，他的梦想
就是让生活中多些风调雨顺。

乌拉诺斯原是希腊

神话中代表天空、有预

知未来能力的智慧大

神。在现实中，“乌拉诺

斯”是小魏的网名。面对

记者，这个26岁的大男

孩并不愿透露自己的真

实名字。他是省城高新

区某IT企业的销售人员，

更是非专业的气象迷，3

岁起他的“气象梦”就生

根发芽了。

作为气象爱好者，网络
成为小魏获取天气数值、分
析天气情况的便利工具。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从2000年开始，小魏每年
都记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天气
日历。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李芳莲的农场梦在黄河滩边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李芳莲是住在济南市区开车住楼房的城市人，因为“热爱泥土的味道”，去年，

她在济南黄河滩边开辟农场种起了地，当起了农民。经过一年的开垦，农场已经有

模有样，每逢周末，一批同样“热爱土地”的城市人还会在农场聚会、聊天。

黄河滩上梦想起航

24日一大早，像往常一样，李
芳莲给上小学的儿子做好早饭
后，就赶往黄河边。那里的“归真
农场”，是李芳莲梦想的起航和实
现之地。

“我一直都想找块地，能够亲
近土地，种点菜自己吃。”李芳莲
说，在“见识”了农药的危害以及
近几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后，热
爱土地的她更加想开垦自己的土
地，让家人吃上自己种的安全蔬
菜。2012年4月，在济南周边考察
一圈后，李芳莲最终在黄河滩上

选了一处环境好、土壤肥沃之地，
将梦想照进现实。

黄河大桥东侧的黄河滩即为
李芳莲的农场所在地。李芳莲将
农场取名为“归真农场”，取“返璞
归真”之意。

由于坚持不用杀虫剂、除草
剂等农药，李芳莲的土地需要靠
人工来打理。农场面积有60亩，李
芳莲在附近农村找了4位农民帮
她打理，她还将住在潍县的姐姐
一家也鼓动到了济南，帮她一起
打理农场。

生态种植一年赔了200万

追梦需要付出汗水。李芳莲
小时候也在农村，原本觉得开个
农场问题不大，但一年下来，她发
现自己老了不少。

李芳莲说，农场种的蔬菜不
少，除了自己吃，还供应城区几个
单位食堂，但还剩余不少蔬菜无
路可销。李芳莲给记者算了一下，
一年来，农场并没有挣到钱，连租
地加上给工人工资，还有200万元
的缺口。

打算建成公园式农场

李芳莲的农场东侧，是一个
大藕池；农场中间位置，种着菠

菜、苔菜、油菜、大蒜等；农场的南
侧则养着鸡鸭鹅、猪、羊等牲畜；
农场的北侧则是一大片韭菜地和
一个蔬菜大棚，大棚里种着西红
柿、西瓜等。

去年年底，李芳莲在农场中
间位置划出了一块块30平米大的
土地，招募会员，每个会员每年交
1500元钱，就可以抽空去种地。平
时李芳莲也会帮忙照看土地，等
蔬菜成熟了，会员可以直接来收
蔬菜。

“现在会员已经有70个人了，
第一批会员是熟人，后来的会员
都是通过熟人发展的。”李芳莲
说，会员一般周末来农场，每逢周

末，农场里十分热闹。“不少人建
议我开饭店，但是我不打算开，我
想把农场变成喜欢种地的人实现
梦想的地方。”

但李芳莲发现，一些人交上会
费后，很长时间也不到农场去照料
土地或收菜，这让李芳莲有些沮丧。

“现在城市人生活节奏太快了，对土
地不亲近。我想在农场聚集一批真
正热爱土地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热
爱，我考虑劝退他们。”

今年，李芳莲对农场还有新
打算，她刚在农场种了几千棵日
本樱花，在农场里建鱼池养鱼，还
准备架起一溜葡萄架，打算将农
场建成公园式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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