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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仰望星空、俯首抚慰心灵

浦东祝桥“15分钟文化圈”带来乡村高品质生活

短讯

□施国标

一件旗袍能改变村民的观
念和意识？能。

浦东惠南镇远东村是上海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随着环境
改善、民风也在出现新变化，穿
衣观念的改变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笔
者来到了远东村，踏进了挂牌
为“恵兰旗袍制作坊”的民居。
这里是该村传统文化的弘扬
点，负责人是位三十出头的村
妇，名叫王玉珍，她穿得很鲜
艳、红底带大格子的上装，款式
亦为传统的一种，大襟小圆立
领，葡萄纽扣，文质彬彬。她说
自己在小作坊里缝制旗袍，不
是为了赚钱，而是弘扬传承文
化，为村里留住“根”。无论谁
需要，她定会精心缝制。

王玉珍与旗袍结缘纯属偶

然，她高中毕业踏上社会后，就
跟了嫂子学裁缝。有一天，她
散步出去看人钓鱼，就在无意
之间，她发现附近有一缝纫店
正忙碌着，这里还挂着不少的
旗袍服装。王玉珍看着爱不释
手，最后便成了这位师傅的学
徒，一年后便在自己家里摆起
了小作坊，专为客人缝制旗袍。

几年前，王玉珍开设旗袍
作坊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有不
少客户前来光顾，大都是本村
的村民，过去跟着城里年轻人
追求时尚，如今村里有了旗袍
小作坊，她们要用旗袍展示一
下自己的身材。王玉珍说：目
前虽前来定做的旗袍客户不
多，大部分是附近的村民，但势
头不错，每当有婚庆大事，男女
双方的母亲等人，便会前来定
制旗袍，她们不仅要为子女办
好婚事，也要在这样的盛大婚

庆场面中展示自己，并在时尚
中追求传统，树立新时代的新
思维、新观念，展示乡村振兴示
范村中的不同女性形象。从这
一点出发，王玉珍的乡村旗袍

小作坊也有了更大的价值，定
制旗袍的村民将越来越多，诞
生一个“旗袍村”已不是一句空
话。

□记者 陈祈

眼下正值番茄成熟的时
节，奉贤区金汇镇华日农庄的
番茄种植大棚内，各色番茄挂
满枝头，看起来圆润饱满。摘
一颗番茄，一口咬下去，酸甜可
口，汁水四溢。

任庆福是华日农庄的一位
番茄种植户，有着多年种植经
验的他对这些番茄如数家珍。
据介绍，这里种植的有“龙珠”

“黄妃”“千禧”等多个品种的番
茄，不同的番茄吃起来的味道

和口感各不相同，比如黄色的
“黄妃”呈椭圆形，味道酸甜适
中，口感扎实，皮稍厚、硬一些，
因此常温下可以储存一周；“龙
珠”个头小巧匀称，味道软糯鲜
甜，皮薄汁多，但是不耐运输和
存储；个头稍大一些的“千禧”
口感微酸，汁水丰富，而且还是
很多市民喜欢的“沙沙”的口
感，不过缺点是容易腐坏……

记者到来时，遇到了前来
采摘番茄的王大姐，她是这里
多年的老顾客，每年番茄成熟
的时候，她就要第一时间来挑

选、采摘。“这里的番茄特别新
鲜，品质好，价格也不贵，无论
是生吃还是做菜都很合适，我
家孩子就特别爱吃。”除了自己
食用，王大姐也经常把这里的
番茄作为礼品送给客户，“每年
我都要来好几次，今天采的就
是准备送给客户的，他们都对
这里的番茄赞不绝口。”她一边
与记者交谈，手上也并不闲着，
不一会，塑料篮子里就堆满了
她采下的番茄。

在任庆福的悉心管理下，
每座大棚的温度都被控制在

20℃-30℃之间，并且时刻注意
通风、保湿和水肥的用量。他
还选用了专用的有机肥，尽管
成本较高，但这也让他种出的
番茄有口皆碑，收获了不少像
王大姐这样的忠实顾客。

据介绍，目前任庆福管理
的番茄大棚有 30个，种植着大
大小小各类番茄，每个棚里的
番茄植株在 1000 株左右，今年
每个大棚产量在 1000～1500
斤，采摘期可一直延续到 6 月
底。任庆福表示，非常欢迎市
民朋友前来采摘购买。

□桂天璐 记者 王平

4月8日，2023年祝桥镇第
七届航空文化节拉开序幕。此
次文化节期间将推出的综合文
艺汇演、越剧、海派滑稽戏、少
儿舞台剧、读书亲子体验活动
将通过集聚专业资源，推动区
域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回应
祝桥居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
期待。

航空文化节是祝桥在“三
色文化”引领下，围绕浦东新区
区委“精品城区、现代城镇、美
丽乡村”三个圈层的建设目标，
积极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着力
打造“15 分钟社区文化圈”，不
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又一次
生动实践。

为持续提升“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水平，今年，在谋
划祝桥第七届航空文化节过程
中，镇党委和镇政府在前期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青少年、

老年人、妇女等不同群体个性
化需求，推出少儿舞台剧、读书
活动、亲子体验、展示展览、综
合性文艺演出、戏曲曲艺导赏
等涉及 19 项文化内容、约 300
场的文化活动，集中展示祝桥
文化特色。

红色是传承、蓝色是天空、
绿色是生态。祝桥的“三色文
化”顺应时代、抚慰心灵。

红色是祝桥的底蕴，更是
几代祝桥人不懈的传承与礼
赞。依托张闻天故居这样优秀
红色文化资源，在志愿军文献
馆、解放战争英烈故事红色展
厅讲好祝桥故事、中国故事。
祝桥红色文化联盟所建立设计
的红色文旅线路通过开展红色
讲堂、主题活动、参观学习等活
动，宣传红色文化、奏出时代强
音。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更是
祝桥人筑梦前行的方向。祝桥
因机场而生，也将因机场而
兴。自2016年举办首届航空文
化节以来，辖区内的“商飞集

团”、国际机场及延伸企业引领
的蓝色航空文化不断拓展新的
内涵。祝桥镇充分利用蓝色文
化联盟企业资源，开展科普讲
座、实地参观、专题讲演等活
动，宣传蓝色文化，更好地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绿色是生命的色彩，更是
祝桥广袤的田野乡间不变的生
态底色。在这里，以星火村、新
营村等为引领的绿色文化联
盟，把乡风民俗、商旅民宿画点
连线，各类非遗文化专题展示
活动、稻田音乐会、广场天天演
等活动，让乡村成为城市人“向
往的生活”。文体旅一体化的
发展理念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画
卷中熠熠生辉。

近年来，祝桥镇还不断建
立健全以镇、社区、村居为主体
的三级文化网络体系，搭建一
体化服务平台，将文化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家门口
的文化触手可及。同时不断探
索新形式，让更多有技术、有爱

好、有专攻的文化达人走上文
化大舞台，通过政府搭台，社会
参与，组织开展了针对摄影、说
唱、书画、非遗等各类别的文化
活动，深受居民欢迎。

祝桥镇党委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表示，今年，祝桥镇将有效
整合辖区企业、学校、社会组
织、社会团体等各类主体资源，
成立“三色文化”联盟，搭建合

作机制，开启项目化运作模
式。通过“三色文化”的融合，
结合祝桥航空文化节、“大飞机
杯”国际龙舟赛等重大活动，开
辟文体旅融合发展新道路，形
成一张文体旅地图，激发各联
盟单位价值观同频共振，凝聚
文化发展共识，为加快构建“15
分钟社区文化圈”提供坚强保
障。

一件旗袍在乡村的别意孵化

□青宣

每年 5 月，世界三大顶级
公路自行车赛之一的环意大利
自行车赛都会带着全球自行车
运动爱好者的期盼如期而至。

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携上海
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
正 式 宣 布 ：2023 环 意 RIDE
LIKE A PRO 长三角公开赛
将在 5 月 20～21 日回归长三
角，目前报名工作已正式开启。

与往年有所不同，2023环
意 RIDE LIKE A PRO 长三
角公开赛在计划升级为在华国
际C类自行车赛事的同时，将
办赛时间安排在绿色五月，并
与环意国际正赛同期互动。此
次赛事的路线仍将贯穿示范区
三地，以上海市青浦区作为起
终点，途经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沿
路风光旖旎，参赛者可尽享黄
金时节下的示范区内人文景观
及自然风光。

比赛期间，嘉年华活动也
将重磅来袭，将赛事体验拉入
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来，带动体
育、生活、出行、美食、亲子等多
类型内容分享。潮流市集搭配
丰富的特色美食，更有多种类
型的节目轮番上演。少儿平衡
车也将回归，大朋友和小朋友
可以一同体验自行车运动带来
的快乐。

“粉红骑行”
再次齐聚长三角

酸甜爽口 饱满多汁，奉贤番茄集中进入采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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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春没多久，已经有食客迫不及待地向“夏日顶流”
小龙虾“下手”，夜宵的餐桌上飘来或十三香或麻辣或椒盐
的香气。

比夜宵餐桌更热闹的，是上海开太鱼生态农场的小龙
虾养殖大棚。早在两个月前，基地养殖的清水小龙虾就已
经“抢鲜”上市。每天清晨，工人们将沉甸甸的地笼一节一
节收上岸，打捞上来的小龙虾个个张牙舞爪、色泽鲜红。按
照个头大小，目前售价在39元、59元、79元一斤不等。

开太鱼的小龙虾，来得比春天还早。秘诀就在于大棚
里的这片“热带雨林”。

初进棚内，还没看到小龙虾时，满眼的绿色已让人心旷
神怡。香蕉、莲雾、荔枝等热带水果一盆盆悬浮在池塘水
面，十分新奇。等到果实成熟时，工人们便直接划着小船采
摘。水上的廊架是爬满了西瓜、葡萄的藤蔓，葡萄已经结出
了小小果实。

原来，大棚里采用“双棚双膜+天然气加热”双系统，不
仅让喜温的热带植物在上海落地生根，也让小龙虾在温暖
的环境里加速生长，才得以抢先上市。而由于大棚内的气
温不受外界影响，这里的小龙虾几乎实现了周年供应。

开太鱼为小龙虾打造的生长环境，也深得游客们的喜
爱。每到周末，大朋友小朋友都爱到这小小“热带雨林”中
亲身体验一回钓小龙虾的乐趣。拿上钓竿、网兜，搬一个小
板凳，或在葡萄藤下、或在香蕉树旁，在钓竿一端夹上一片
猪肝当饵，直接开钓。

钓龙虾没什么特别的诀窍，将饵慢慢沉下水面，当感觉
绳子被向下拽，就是小龙虾上钩了，这时不要着急拉竿，而
要慢慢地提起，在即将露出水面时，用网兜快、稳、准一捞，
小龙虾就得手了。用这种办法，一般三四分钟就能钓上一
只龙虾，但也有精明的龙虾，吃了几口猪肝后就松开美食，
逃之夭夭。

钓上岸的小龙虾周身清清爽爽，不仅没有常见的黑色污
垢，腹部也很干净。这都归功于开太鱼精心打造的水下生态
系统。表面平静的池塘里，其实种植了大量的水草净化水
质，杂食的小龙虾会吃水草，排泄物也能为水草提供养分，双
方互补形成共生的生态循环系统。为小龙虾准备的食物也讲
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常常用蒸熟的玉米、大豆以及木瓜和
野杂鱼相结合投喂。

除了垂钓体验，基地还推出了鸡窝摘蛋、划船游玩等项
目，多样的生态和新鲜的
体验让人流连忘返。

4 月气温升高后，露
天稻田里的小龙虾开始

“出洞”。很快，各地小龙
虾会迎来集中上市，要想
实现“小龙虾自由”，不妨
再等一等。

这里的小龙虾这里的小龙虾
来得比春天还早来得比春天还早

钓龙虾没什么特别的诀窍，将饵慢慢沉下水面，当

感觉绳子被向下拽，就是小龙虾上钩了。

开太鱼的小龙虾，来得比春天还早。秘诀就在于

大棚里的这片“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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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打卡】

振茸小龙虾垂钓基地

地点：奉贤区奉城镇护民村海民南北路往南

700米

龙虾上市期：4月中下旬

在亲手垂钓小龙虾后，市民还能就地在合作
社的农家乐餐厅中直接烹饪、大快朵颐，亲眼实地
考察水稻田后，不少市民还能订购“虾稻米”。

华亭哈密瓜主题公园稻田小龙虾垂钓场

地点：嘉定区华亭镇武双路889号

龙虾上市期：每年4月初到7月底

垂钓场占地面积20亩，在嘉定区水产技术推
广站的技术指导下，按照绿色生态养殖技术，小
龙虾亩产量可达500斤。

民众村稻虾生态园

地点：宝山区罗泾镇罗东路1259号

龙虾垂钓开业时间：预计自4月30日开始（4

月29日试营业）。

宝山区首家开展立体养殖淡水小龙虾的新
主体，养殖面积 40 亩，树林面积 30 亩，采用小龙
虾－水稻轮作的生产模式，每亩龙虾产量 200~
250斤。

长春种养实验基地

地点：宝山区长青路与长山路交叉口西60米

龙虾上市期：5月中旬至6月底。

基地内建有129亩“虾稻种养实验基地”，采
用“虾稻共作”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市民可现场
直接购买或体验垂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