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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风细花香，相约五
月间，杨柳萦桥绿，玫瑰拂地红。
走进位于金山区吕巷水果公园的
上海绿田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蔷薇花爬满篱笆，密密匝匝的绿
叶，簇拥着娇艳欲滴的花朵，热情
奔放地装扮着初夏。

走进园区，一朵朵娇
艳的玫瑰花竞相绽放，空
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
花香。夏燕是合作社的
负责人，她一边用剪刀
修剪着玫瑰花枝，一边

向记者介绍说，适当
的修剪可以起到

避免养分浪

费、刺激玫瑰新枝萌发的作用。
“这个玫瑰花不仅没有刺，采摘后

还可以直接食用。”夏燕告诉记者，这
里种植的是无刺可食用的玫瑰。该玫
瑰具有通体无刺、花型大、花瓣厚、香
味浓、产量大等特点，可直接食用、泡
茶，还能制成干花和玫瑰纯露等，且一
年四季都可开花。摘一片尝一口，玫
瑰的清香在口腔中蔓延绽放，一股初
夏清甜的味道。

“好吃又好看的玫瑰花”已成为助
推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基地主要种植
无刺可食用玫瑰和大马士革玫瑰，总
种植面积约20亩。夏燕介绍，玫瑰花
朵及花蕾经过处理，可以生产出玫瑰
花茶、玫瑰纯露、玫瑰精油等玫瑰衍生
产品。

为什么这里可以种植出如此具有
特色的玫瑰花？夏燕表示，经过反复
试验，以及对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良，玫
瑰可以适应当地的土质、水质，产花量
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他们施
用牛粪做成的有机肥，给玫瑰绽放提
供充足养分。

据悉，除了扩大玫瑰种植规模及
发展玫瑰花茶和玫瑰纯露等玫瑰衍生
产品外，合作社下一步将培育一批盆
栽观赏性玫瑰，进一步延伸鲜花经济
产业链。

在乡村的田野里，一朵朵、一簇簇
的玫瑰花展芳姿、露倩容。这是夏燕
的理想生活，她的浪漫让人感受到生
活的田园牧歌。在这里，游客可以体
验从田间到身边的玫瑰旅程，也让小
小玫瑰绽放出“花样经济”的魅力。

玫瑰花开出好“钱”景，
“美丽”产业催生“浪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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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湖长制”到“联合河湖长制”

青浦交出长三角一体化“治水”答卷

短讯

□青宣

青浦元荡横跨苏沪，元荡
慢行桥、智慧门户湾、诗画江南
湾等一批网红景点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市民前来打卡……

“经过规划和整治后的元荡，碧
波荡漾，清澈见底，‘清水元荡’
又重回青浦人的怀抱。”不少青
浦区金泽镇当地村民感慨道。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河
网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在
这片约 2413 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水域面积就占了约488平方
公里，水资源成为这片“最江
南”土地上重要的生态资源，构
成了一幅水美生态画卷。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战略部
署的落地，上海青浦、江苏吴
江、浙江嘉善两区一县立足水
乡本底，做好“水文章”。逐步

完善并固化形成了以“五个联
合”为核心的联合河湖长制，成
功应对了水葫芦、蓝藻等水环
境风险。从“河湖长制”到“联
合河湖长制”，青浦交出了长三
角一体化“治水”答卷。

联合巡河。三地共有73名
交界河长，不定期开展区级河
长、镇级河长和村级河长等不
同层级的联合巡河活动。通过
建立存量问题清单制、增量问
题工单制的巡河问题处置流
程，实现河湖互巡、问题共商、
整改联动。2021 年，结合示范
区毗邻村区位特点和工作实
际，在青浦区金泽镇杨湾村、练
塘镇联农村，吴江区黎里镇汾
湖湾村，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
嘉善县西塘镇钟葫村建成首批
5 个“联合河长工作站”。2022
年，联合举行“水美示范区·青
年河湖长在行动”，挂牌成立示

范区首个青年河湖长工作站。
联合管护。水葫芦联合防

控方面，联合制订打捞方案和
应急预案，落实上游源头控制，
联合开展“清剿水葫芦·美化水
环境”专项行动，每年出动打捞
船次均在 1 万次以上。一体管
养探索方面，2021年，青浦与吴
江签订《雪落漾一体共治备忘
录》，同一个管养单位，轮流公
开招标，聘请专业公司管理和
养护。同一把尺子监督考核，
确保公平公正合理，从根本上
解决各自责任难厘清、保洁养
护标准不一等问题，成效显著。

联合监测。示范区水文站
由三级三地两部门共同建设管
理，涵盖18项水质指标、5项气
象指标以及水位、潮位、降水等
监测信息，通过共同布点联合
监测，数据共享，边界河流的死
角盲区被消除。同时加强上下

游水文单位协作，参加水文水
生态应急监测演练，积极探索
建立符合示范区生态特征的河
湖健康评价体系，共同谋划示
范区水生态监测及湖泊蓝藻识
别预警课题研究，提升服务示
范区“幸福河湖”能力。

联合治理。统一规划、标
准和建设步伐，共同推进跨界
河湖治理，先后签订2轮联合治
理项目协议书，共 34 个联合治
理项目，涉及 29 个跨界河湖。
其中，2020 年，青浦、吴江携手
启动示范区首个跨界河湖联合
治理项目元荡生态岸线整治，
133天完成1.2公里生态岸线贯
通，2021 年，继续向东实施 1.9
公里，2022 年，继续实施剩余
3.1公里岸线，与吴江段岸线连
为一体，实现全线贯通。

联合执法。在太湖局“一
湖两河”联合巡查机制的基础

上，青浦区与省际边界水政执
法机构逐步形成“三纵四横”的
边界执法网络，共同打击边界
河湖涉水违法行为。2020年建
立“河长+警长”机制，2021年拓
展为“河长+警长+检察长”，
2022年，联合检察院、法院等部
门共建长三角联合生态修复基
地暨“最江南”公益诉讼创新实
践基地，打造生态修复的样板
区和“两山”实践创新的试验
田。

“以水为脉，推进‘一湖一
荡一链’生态治理，进一步开放
高品质滨水空间 6000 余亩、增
加‘三道’超 90 公里、打造大小
景观节点百余处。”青浦区水务
局局长程光宇表示，“建设‘万
顷碧波、百里画廊’世界著名文
化湖区，使最好的生态资源让
市民触手可及，我们一直在努
力。”

□记者 施勰赟

近日，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作物所、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科技人员组成志愿小队
走进闵行区实验小学（畹町校
区）开展科普讲座和校园种植
指导。

科技人员来到该学校的
“豌豆农庄”指导种植兼具实
用性与观赏性的彩色水稻以
及彩色生菜，让学生们在种植
的过程中学习农业科学知识，
了解农作物生长过程。在科
技人员的示范下，同学们动手
实践，亲手种下了生菜种子。

据记者了解，市农科院多
名科研人员还被学校聘任为

“课外辅导员”，将不定期开展
科普辅导工作。

农业科普进校园
学农爱农热情高

（上接1版）
在随后举行的上海市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上，
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
要深刻认识乡村之于超大城市
发展的重大意义，充分凸显乡
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
价值、文化价值，更好彰显特
色、把握规模、促进融合，在各
具特色、各美其美中实现城乡
发展的相互赋能、相得益彰，走
出具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
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用好
上海科技和人才优势，以现代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种好责任
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选准
推进种业振兴着力点，提升农

业品质，做强设施农业，发展生
态农业，不断提高农业附加
值。发展农业、振兴乡村，最终
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要更好引
导农民依靠劳动致富，依靠产
业振兴开辟广阔渠道。做好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文章，因
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大力发
展、切实管好农村集体经济，让
农民获得更多发展红利。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让农村更美丽、
更宜居。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抓起，毫不松劲抓好中小河
道的治理，加快推进城中村改
造，科学谋划村庄布局、做好村

庄规划，形成可持续机制和模
式。着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机构设施、服务内容、
资金保障、管理方式、绩效评价
要与农村实际需求相适应，加
快养老、教育、医疗、文体等服
务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乡村基
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
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生
活更便利、更舒心。

陈吉宁强调，要加强农村
党的建设，形成推动乡村振兴
的强大合力。把农村基层党组
织书记配强，深入实施“班长工
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干
部的培训，有计划地培养好后
备干部。把农村基层党建做

实，抓好农业龙头企业、民宿经
济、青年创客、新就业群体等领
域党建，增强影响力和凝聚
力。把更多力量派到农村去，
引导更多群体到农村就业创
业，同步做好各项配套服务，让
人才能留得住、扎下根。要加
强统筹协调，抓好乡村振兴“十
四五”规划、乡村建设行动推进
方案落实和“百村万户”调研成
果转化。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
拿出实打实的举措和办法，共
同推动我市乡村振兴迈上新台
阶。

龚正指出，要按照市委决
策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努力走出一条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力争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乡村产业发展要更加高

质高效，加快都市农业规模化、
品牌化、科技化、绿色化、数字
化发展，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培
育壮大企业载体。乡村建设要
更加宜居宜业，积极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质量，培育一批风貌美、活力旺
的品牌村，逐步实现乡村由表
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农民生活要更加富裕富足，通
过改革探索建立乡村多元价值
的实现机制，拓展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让农民分享更多改革
发展成果。

推进会上，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
了工作汇报，松江区委、浦东新
区宣桥镇党委、奉贤区庄行镇
渔沥村党支部作了交流发言。

（来源：解放日报）

把大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到新水平

走进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青浦白鹤
基地，刚进门，就能看到一大片绚丽多
姿、花色各异的月季种植区。5 月正
是月季开得最好的时节，基地的月季
也竞相绽放，或成群结队、一簇一簇地
紧挨在一起，或依附着矮墙瀑布般自
上而下地开满，或骄傲地长在高高的
树梢上独自美丽……配合着园林布
景，仿佛走入了爱丽丝仙境般，被眼前
姹紫嫣红的月季吸引，久久挪不开眼。

这里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木果
树研究所（以下简称“林果所”）打造的
月季资源圃。为了满足长三角地区城
市景观以及家庭园艺等方面的需求，
林果所月季专家团队花费了多年时
间，针对长三角地区 5-8月高温高湿
气候条件对耐高温高湿、开花性状优
良的月季新品系的需求，逐步收集国
内外新优月季种质资源 450 多份，并
同步完成收集月季种质资源观赏性、
耐湿热性、抗病性评价，构建核心种质
库，开展核心种质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耐高温高湿性状关联的分子标记筛
选、杂交与诱变育种、组培和扦插繁育

技术优化、分子标记辅助育
种、工厂化育苗技术优化等
工作，从而构建耐高温高湿

月季核心种质资源，选育月季新优品
系。

月季系蔷薇科蔷薇属多年生木本
植物，其种类繁多、花型优美、花香浓
郁、花期长，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也
是国际花卉产业中四大花卉之一，具
有“花中皇后”美誉。“唯有此花开不
厌，一年长占四时春。”其实，从月季的
名字就可以看出，月季的花期并不固
定在某个季节，若护理得当，每个月都
可以是它的花季。在青浦白鹤基地园
艺工作者的精心养护下，不少月季品
种都能在这多季开花。此外，随着
园艺品种的发展，月季类群里，月
季还被分为灌木月季、藤本月季、
树状月季等不同形态，可以满足
园林布景的多种需求。

月季资源圃作为种质资
源收集及科研基地，暂不对外
开放。但不久的将来，月季
专家团队选育的新品种就
会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
观中，出现在花卉
市场，以另一种
方式与市
民见面。

450种国内外新优月季汇集，

仿佛走进了爱丽丝仙境！

文字文字：：记者记者 施勰赟施勰赟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金秀王金秀
摄影摄影：：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金秀王金秀 邹佳昊邹佳昊

□鞠青松 记者 王平

两间小屋，两张桌子，几把
凳子……看似简单的陈设，一
旦坐满了人，气氛很快就“闹
猛”起来了。在浦东新区泥城
镇马厂村的“马乐”睦邻点，村
民们自发组建了老年舞蹈、太
极拳、歌咏、编织、读书看报等
多个兴趣班，有的老人只报一
个班试着学习，也有样样精通
的生活达人不仅每个班都报名
参加，还当起了指导老师。形
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老人们的
晚年生活，拉近了邻里关系，时
不时从睦邻点里飘出的笑语欢
声，不断吸引着更多村民加入
其中。

近年来，马厂村“家门口”
服务中心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
向，坚持党建引领，整合社区资
源，创新服务形式，努力营造

“家”氛围，不断增强“村”活力，
致力打造村民满意、人人喜爱
的睦邻阵地，让小阵地发挥大
能量，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村里通过实地走访、座谈
交流、“金点子”征集等多种形
式，有效激活村民参与睦邻点
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把“要你
建”变成“我要建”，最终在大家
的群策群力下，选定水船9组老
队长家为睦邻点。平时在村里
乐于公益、素有威望的老队长
二话不说就从家中腾挪出两间
小屋，从此让村民们津津乐道
的“马乐”睦邻点诞生了。

“马乐”睦邻点成立后，很
快成为大家举办活动、参与议
事的好地方。老队长积极发挥
老党员的阅历和作用，不仅把
睦邻点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
常询问村民的活动体验和感

受，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对睦邻
点进行微更新、微改造。村里
还把健康知识讲座、主题党日
活动等送上门，提升老年人健
康管理意识，让健康理念融入
村民日常生活。

睦邻点聚来了人气，更凝
聚了人心。在充分发挥村民自
治共治的基础上，马厂村“家门
口”服务中心还进一步发挥睦
邻点阵地优势，定期开展暖心

志愿服务。常到睦邻点活动的
村民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或
把平时编织的围巾、袜子，节日
里制作的粽子、汤圆等送给有
需要的老人；或主动与行动不
便的老人进行结对，时常上门
走访；或带动孤寡独居老人走
出家门，一同参加睦邻点活动
……在大家的用心陪伴和暖心
关怀下，马厂村老年人群体的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营造“家”氛围，增强“村”活力

浦东泥城马厂村用心打造乡村特色睦邻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