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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上海地产优质蜜梨品鉴评优和宣传推介活动举办

最好吃的蜜梨带来甜蜜夏日体验
□记者 曹佳慧 摄文

“13号水分很足。”“这个个头虽
然小，但是口感很嫩。”……8 月 1
日，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
的2022上海地产优质蜜梨品鉴评优
和宣传推介活动，在西郊国际农产
品展示直销中心举行。

本次品鉴评优活动，旨在加快
推进本市地产蜜梨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地标绿色田园。据悉，参评
的30家蜜梨企业、合作社均具备一
定规模优势。

本次蜜梨品鉴活动邀请专家评
委和市民评委共同打分。在评测
时，专家评委从蜜梨的外观品质及
产品包装、品牌认证与追溯等方面
进行综合测评，市民评委通过“观、
品”环节，“观”蜜梨外观，“品”蜜梨
风味进行评分。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的市民评委有点特别。有的是市

人大代表，有的是企业采购负责
人。“上海市民对地产蜜梨是有情怀
的，而且供应链短，优势还是很突出
的。”一名采购负责人向记者说道。
记者了解到，2022年气候情况总体
有利于作物生长，瓜果品质总体好
于往年水平。今年全市蜜梨种植2.9
万亩、产量约2.9万吨，品种以翠冠
为主，成熟期7月到8月。

最终，综合专家和市民评委的
分值，评出上海地产优质蜜梨金奖1
个、银奖2个、铜奖3个、最受市民欢
迎奖5个。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主办，上海农业展览馆、上海市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上海农展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农业科技服
务中心共同承办，上海市瓜果行业
协会协办。

宝山月浦镇宝山月浦镇：：多个品种葡萄多个品种葡萄、、梨梨、、桃开放采摘桃开放采摘
□记者 施勰赟

走进位于宝山区月浦镇蕴川路
的好沣水果园，果树繁茂、绿草幽
幽，满眼的绿意给炎炎夏日带来一
丝清凉。这里不仅种有果肉细腻、
清甜多汁的蜜梨，香气扑鼻、甜酸适
口的葡萄，还有脆甜可口、口感丰富
的枣桃。提上一个果篮，戴上一顶
草帽，在果园里徜徉，就能一次尝遍
独属于夏日的多彩甜蜜。

“这个‘永优一号’葡萄口感
很清爽，甜中带微酸，有小时候的味
道。”“‘醉金香’超甜，‘巨玫瑰’的玫
瑰香气好浓郁呀，剥完皮整个手都
充满了玫瑰香……每个品种都很不
错，都装一些。”在葡萄包装区，丰富
多彩的葡萄品种让前来购买的顾客
挑花了眼。“这里的葡萄品相好，果
串大、果粒均匀，装在礼品箱里送人
很有面子。”当前，果园内，深受市民

喜爱的葡萄品种“醉金香”“巨玫瑰”
“永优一号”已相继上市，网红品种
“阳光玫瑰”也即将进入成熟期，实
惠的价格，优良的品质，吸引了不少
人慕名上门购买。“上周买的蜜梨很
好吃，很甜水分足，再给我来两箱。
另外再来点翠冠梨尝尝鲜。”作为果
园的当家品种，梨果一直是不少老
顾客的心头好，早熟品种“早生新
水”已于七月初集中上市，当前仅剩
少量库存，预计将在本周售罄，“翠
冠”作为果园主打梨品种也已进入
了上市期，目前正值采摘和销售的
旺季。

由于今年属于“干黄梅”，雨水
少、气温高，给果园日常管理带来挑
战，但也促使夏日果品糖度再创新
高。以葡萄为例，经测定，糖度普遍
在17度以上，部分品种更是超过了
20度。

在该果园可以看到，无论是果

树下还是葡萄架下都长满了茂密的
青草，给人“原生态”的感觉。但这
并不是因为果园工人疏于管理，而
是采用了生态、绿色的土壤管理妙
法——果园生草。据果园负责人王
宇峰介绍，果园生草能够有效改善
果园的土壤环境，抑制高温带来的
地下水流失问题，对果树根部有保
湿作用。“当果树下的草长至一定高
度后，我们也会稍作修剪，割下的草
留在土壤直接作为养分还田，有效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王宇峰告诉
记者，果园内所有农产品全程以绿
色食品要求种植，使用农业农村部
指定肥料，做到田间档案每天记录、
田间用药全程监控，确保果树安全
生长，销售果品均达到绿色食品标
准。今年，该果园成为宝山区第一
家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水果种植
基地。

据了解，好沣水果园自建设初

期已开始种植梨、桃、葡萄等水果，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并逐年根据果
树生产情况作品种优化调整，生产
的水果连年在评比中获奖。 除水
果采摘外，园内还建有农家乐、垂钓
中心、会议中心等。自2017年起，
该果园还与盘江实业携手，共同开
展中田盘江田园综合体改造计划，
完成农家品鉴区、休闲观光区、景观
长廊区、文化体验区等八个功能区
建设，服务月浦镇“三村联动”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建设，将农业生产与生态
旅游、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相融合。

月浦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沈家桥村示范村建设的逐步推进，
月浦镇“三村联动”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初现雏形。地处三村中心的好沣
水果园作为片区中的重要一环，将
加快田园综合体建设，为市民提供
更为丰富的乡村体验，进一步丰富
乡村旅游品牌内涵。

□通讯员 杨婷 记者 王平

在奉贤海湾旅游区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大厅醒目位置张贴着“便
捷、透明、亲和”的标语，摆放着“当好
民生服务‘金牌店小二’，创造上美海
湾‘梦之队’”景观小品，这些不只是响
亮的口号，而是每一位海湾窗口工作
人员的服务宗旨和服务目标。特别
在疫情特殊时期，服务对象对窗口办
事所需材料和流程不清楚、不理解时，
窗口服务更是群众服务的“温度计”。

中心开设了上美海湾“民声直通
车”综合服务平台，一方面定期在辖区
内的“七棵树”生活驿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学雷锋服务站等场所开展业
务咨询、政策解答等设摊宣传活动；另
一方面优化服务内容，为办事群众提
供业务办理“温馨提醒”小纸条，为独
居老人等特殊人群提供“上门办”“帮

代办”服务，如疫情期间为社区老年人
集中申领离线码。

为了“一网通办”服务直达家门
口，中心一方面果断申请添置奉贤政
务服务终端设备，把受理点覆盖到辖
区的一村四居，帮助居民在家门口遛
弯时就能完成网上业务，实现办事“不
见面”“不用等”“不多跑”的便捷模
式。另一方面添置业务政策宣传告
知栏送达每处沉浸式办公空间，梳理
整合7大类38项各条线业务政策，为
各类人群提供政策普及，方便办事群
众随时取用，优化“最后一公里”政务
服务。

中心还不断通过窗口“找茬”活
动来增添服务效能。一方面开展“窗
口体验日”活动，邀请相关领导、区党
代表、人大代表等换位服务对象或窗
口工作人员，通过窗口受理、“一网通
办”政务终端自助机操作等多种形式，

体验窗口服务人员和办事群众受理
办理感受。另一方面请服务对象来

“找茬”，邀请村（居）民代表、大学生等
各类人群参与“找茬”，通过征求意见
全面“找茬”、梳理问题及时“排茬”、列

出计划逐项“消茬”，找准群众办事的
难点、堵点和痛点，用心服务群众，努
力实现窗口单位的终极目标“让群众
最多跑一次”，真正做到“门好进，脸好
看，事好办”。

当好民生服务“金牌店小二”

奉贤海湾旅游区擦亮窗口服务标准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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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待了七年在乡村待了七年，，

仍在寻找留下的理由仍在寻找留下的理由

作为经营者之一，包晓东在花开海上生态园

已经度过了七个夏天。花开花落间，她曾被公众

关注，也备受质疑。未来的不确定里，也许有更

多挑战，也可能裹挟着希望，而她始终抱着“安安

心心做生态园”的初心。

“

□记者 曹佳慧

暑气腾腾，蝉声阵阵。盛夏里
的花开海上生态园鲜有游客，一草
一木自顾自地美丽，偶有微风送来
清凉。火热的气温似乎为整个园子
按下了暂停键。

自2017年4月开园以来，位于
上海市金山区的花开海上生态园一
直备受关注：开园初期，因配套设施
不完善而被疯狂“吐槽”；运营步入
正轨后，因与所在地待泾村的利益
联结机制而闻名，也成为当地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去年秋冬，园子
里的40万株地肤更是在小红书等
社交平台一炮而红……

生态园副总经理包晓东，已经
在园子里度过了七个夏天。花开花
落，春去秋来，在与园子共同走过的
春夏秋冬里，她经历里了许许多多
的质疑或是关注。而作为经营者之
一，她始终抱着“安安心心做生态
园”的初心。

不辜负每一次花开

毋庸置疑，花开海上生态园已
经成为金山的网红景点之一。但在
这之前，这个园子走了一段艰难的
路。“开园时配套设施不完善，刚刚
上手运营，后来就遇到了疫情。”包
晓东掰着手指算了算，总共开园五

年，光疫情就占了三年。
“真的很难。尤其是在与村里

达成了利益联结机制后，经营的压
力更大了。”原来，生态园每年门票
收入的10%返还给待泾村村集体，
作为分红收益。于是，包晓东和团
队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为
了村民的生活富裕。而摆在眼前的
问题，除了淡旺季明显以外，还有收
入单一。“收益来源仅靠门票，园内
没有二次消费的项目。”

景区经营并不是包晓东的专
业，经过几年的摸索后，园子的经营
步入正轨。在熟悉了日常运营管理
工作后，思路灵活的包晓东一直绞
尽脑汁，希望在园子里开设新项目，
或是策划更丰富的活动。比如，春
秋两季，气温舒适，他们就在草坪上
办田园音乐会；淡季游客少，空出来
的草坪用于企业团建再合适不过；
露营火了，园子为玩家提供了绝佳
的场地；在园子出口处销售绿植盆
栽和鲜花，让意犹未尽的游客把美

带回家……接下来，在生态园里还
能见到售卖咖啡的小车，独特的造
型和外观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等到
疫情再平稳一些，园子里或将举办
音乐节……

眼下，疫情又带来了更多的不
确定，最受影响的就是客流量，有人
出不来，有人不敢来。居高不下的
高温天里，游客更是少之又少，园子
里只见工人们的身影，他们正在为
今年秋天“造景”。春花冬种，夏播
秋景，花开时，却可能无人来赏。“今
年3月底园子开始封控，5月底重新
开园，整整两个月，最美好的春天浪
费了。”回忆起封控闭园的日子，包
晓东便惋惜不已，还带着一丝不甘
心。“每年总会碰上些意外，我们也
想尽办法，不辜负每一次花开。”

未来的不确定里，也许有更多
挑战，也可能裹挟着希望。这世上，
不变的是变化，包晓东说，唯有摆正
心态，才能心无旁骛向目标前进，只
要努力了，就有希望。

花知道答案

白天在园子里忙活，接触各种
人，处理各种事务，工作节奏很快，
也造就了包晓东风风火火的气场。
到了晚上，她与村落一同安静下来，
早早便上床睡觉。每周外出采购一
次，其余时间都待在村里。在两种
截然不同的状态里来回切换，包晓
东觉得挺有意思。

乡村总是难以留下年轻人。毕
竟这里还是人烟稀少，没有社交，也
没有娱乐，园子里的许许多多年轻
人来了又走。为何她能在这里待上
七年？她还能继续待下去吗？

成为新村民，也是包晓东没想
到的。“还好这里有美景。”面对记者
的疑惑，她说：“这里确实无法满足
年轻人的社交需求，但在这里，能学
习与自己独处。”她是幸运的，在这
里结识了自己的丈夫，两人都能在
村落里找到生活的乐趣。

花晨月夕，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包晓东在这里过上了一种低欲
望的生活。虽然她不种菜，但她找
到了“偷菜”的乐趣，去种菜的同事
家摘菜，是她最近的快乐源泉。

过去的七年，也许是因为看过
的无数个日出日落，也许是她在这
片宁静中读懂了自己的内心。

她开玩笑说，今年会经历“七年
之痒”。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
起点，为什么留下？也许，花知道答
案，总有一天，她也会知道答案。但
这都不重要，毕竟，路途上的风景往
往更深入人心。她找寻答案过程中
的探索和努力，将成为人生中最珍
贵的体验。

【
提
要
】

联合共建江南色
三地检察护绿来

□记者 王平

为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向区
域一体化检察协作制度创新，提升
示范区水生态和河湖治理法治化
水平及检察协作能级，日前，上
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浙江省嘉善县三地检察机关
在线签署《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联合基地工
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通过在上海市
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浙江省嘉善县探索共建联合生态
修复基地、专家库等具体举措，
构建示范区责任明确、途径畅
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
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打造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和修复的示范样本。同时，《意
见》明确要强化数字赋能和示范
区一体化检察协作，运用大数据
监督，助力示范区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意见》确定，三地将联合成
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
复基地，包括三个片区：青浦

“最江南”公益诉讼创新实践基地
（青浦区金泽镇）、吴江区生态环
境公益保护基地 （平望四河汇集
区域）、嘉善长三角一体化公益诉
讼创新实践基地 （嘉善县水务集
团丁栅水厂，范围包括太浦河、
长白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所在
区域）。

该基地的三个片区将协作共
建，赔偿义务人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在青吴嘉三地选择一个片区
进行生态修复。《意见》还就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生态修复流
程、检察协作职责分工提出具体
意见，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
时有效治理和修复。

今后，三地检察机关将以本
次签约为契机，不断推动公益诉
讼生态损害赔偿协作机制创新，
进一步深化示范区检察机关的交
流协作，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公益
合力，助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典
范，为示范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新的力量。

□点击

长宁开展双拥“四美”评比
□通讯员 朱扬清

近日，长宁区委宣传部、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区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武装
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妇联联
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2022年度双
拥“四美”评比学习宣传活动，以表
彰奖励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
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弘扬他们
的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拥军、爱
军、崇军的氛围，进一步推动长宁
区的双拥工作。

长宁区2022年度双拥“四美”
评比学习宣传活动，评选出“最美
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志愿者”

“最美好军嫂”“最美退役军人服务
站站长”各10名，以表彰他们在双
拥工作中成绩突出、特别是在打赢
这场新冠疫情防控大仗硬仗中，冲
锋在前、挺身而出的先进事迹。

□点击

□记者 施勰赟

近日，上海的连续高温天气给
蔬菜的生长带来了考验。为筛选出
苗期耐热、品相好且口感佳的品种，
为耐热青菜筛选提供参考，7月27
日，2022年上海市绿叶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耐热青菜品种苗期展示与品
鉴推介活动在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
司举行。

“9号品相不错，脆嫩，但是不够

糯。”“2号有点涩，还是6号好吃，不
仅糯还有甜味。”来自绿叶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专业组、试验站，市、区蔬
菜技术推广条线和科研院所的35位
相关专家，通过对育苗场内耐热青
菜品种苗期的生长势、外观性状评
价和烹煮后色泽、口感的比较，综合
分析青菜品质，选出生长势、外观品
相、口感皆优的适合上海地区夏季
栽培品种，进行推介。

据介绍，本市共栽培青菜300余

种，经过初步遴选，现场共展示耐热
青菜47种，主要来源于全国育种科
研单位和育种公司，在沪郊蔬菜合
作社有相对较大的应用面积。这些
耐热品种于7月4日在星辉蔬菜公
司育苗场统一播种、统一管理，并经
历了上海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考
验。

绿叶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研究
员朱为民表示，本次耐热青菜种植
恰逢上海处于持续高温天气，为体

系筛选耐热青菜提供了天然的环境
条件。希望通过现场品鉴，筛选出
苗期耐热、品相好且口感佳的品种，
为后续耐热青菜开展筛选提供参
考。

最终，耐热青菜“艳青”“盈夏”
“夏王”“坤禾夏青”“国夏3号”“红
力一号”“夏妃799”“尤美2号”“华
王”和“华尔兹-美丽”等多个品种脱
颖而出，获得了现场专家的青睐和
推介。

种得出种得出、、口感佳口感佳，，耐热青菜品种苗期品鉴推介耐热青菜品种苗期品鉴推介

□记者 许怡彬

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关于抓好
2022年蔬菜生产工作的通知》，本市
要大力推进绿叶菜核心基地创建工
作，把绿叶菜核心基地作为稳产保
供的重要抓手。今年，全市计划创
建绿叶菜核心基地5万亩，其中青浦
区负责完成9829亩。

日前，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会同相关街镇农业农村（社区发
展）服务中心，对青浦区38家基地开
展为期四天的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

暨标准园长效管理中期考核工作。
夏日炎炎，青浦区农技中心一

行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考察了解各
合作社绿叶菜的种植、农资投入品
的出入库管理、农药包装废弃物和
地膜回收处置以及神农口袋系统中
的种植数据录入等各个方面的详细
情况。

“只有通过实地走访、检查台账
和查看系统，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第
一手田间资料。”青浦区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停林告诉记
者，“每年，我们会对绿叶菜生产核

心基地进行年中、年底两次检查，年
中检查可以起到情况摸底和督促指
导作用，进一步提高绿叶菜生产核
心基地的整体生产水平。”

本次考核共涉及 38 家绿叶菜
生产核心基地，总种植面积 9829
亩。虽然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但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大多数合作社
都在“神农口袋”系统的准确性、绿
色防控技术应用、农资投入品出入
库管理、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地膜回
收处置、上市蔬菜农残速测与承诺
达标合格证制度、品牌化销售等方

面有所提升。但在考核检查中，工
作人员也发现部分合作社也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部分基地场容场貌
较差，沟渠内淤泥未及时清理，存在
防汛安全隐患；在农药的科学合理使
用方面有重复多次使用现象；在蔬菜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置上有设施装
备的基地使用率普遍偏低；生产档案
上传“神农口袋”系统及时性不够。

据了解，区农技中心将根据考
核结果持续开展入社指导检查，进
一步督促相关合作社落实整改，加
强日常台账录入和田间管理。

青浦农技中心青浦农技中心：：提高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整体生产水平提高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整体生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