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发
展，居民对生活质量和精神文
化需求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打
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方便居
民的衣食住行，更好地提升居
民的幸福指数是浦东新区北蔡
镇必须回答好的课题。

北蔡镇莲溪八居社区下辖
5个居民小区，现有 1651户，居
民 4526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
人占片区总人口的 30%。2022
年8月，经过数年的施工改造和
精心打磨，“公益一条街”已初
具雏形，大部分功能设施陆续

“开张大吉”，同年 9月 28日，公
益街通过镇相关部门验收，正

式对外开放，闲置平房迎来了
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以前有事得往远处赶，没
想到家门口也有站点，平时有
需要就去一趟，蛮方便的。”在
公益街老年人助餐点门口，居
民王阿姨告诉笔者。

自 2017 年起，北蔡镇经过
多次下沉式调研，听取居民和
居委会等多方意见和建议，拓
宽思路、取计于民，决定结合缤
纷社区创建的全面铺开，依托
莲溪八居居民区服务设施的整
新改造，融合打造崭新的“口袋
公园”以及小区休闲广场、健身
场地的重新规划设置，将纵深

约120米、南北通道两边约1000
平米的闲置平房充分利用，整
合各方资源，精心打造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公益一条街。

公益街涵盖党群服务站、
助老服务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慈善超市、百姓客厅、社
区公共法律服务站等，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
公益服务。自公益街成立以
来，组织各类暑期公益托幼、公
益服务讲座 10 余场次，协调处
理基础设施破损、楼道杂物堆
放等问题30余件次。

莲溪八居党总支还依托公
益街集聚辖区党员群众、志愿

者、新就业群体等多方力量，建
立覆盖多领域、功能丰富的志
愿团队。以外卖、快递小哥等
新就业群体为主体组建红帆

“新”联盟志愿服务队，充分发
挥流动性强、熟悉楼栋街道等
职业优势，鼓励在走街串巷“跑
腿送单”的同时，通过“问题随
手拍”等文明城市志愿服务和
社情民意反映，积极参与社区
治理；以社区退休党员为主体
的“红帆”讲师团，定期为社区
新发展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
新进社区工作者等上党课、讲
党史、传授经验，并协同开展政
策宣传；以在职党员为主体建

立“邻里党支部”志愿服务队，
发动在职党员身份，深度参与
社区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
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2000 余
次。

北蔡镇始终践行“公益便
民、公益为民”理念，用共建共
享基层服务打通服务居民“最
后一公里”，把社会公益力量和
资源凝聚起来，进一步开拓公
益街项目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通过点滴的公益行动和广大居
民的积极参与，不断提升居民
生活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
感。 （来源：北蔡家园）

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对
农村物业服务高度重视，将“开
展农村物业服务试点”列入
2023年重点工作。第二批主题
教育启动后，浦东前期在高桥、
北蔡、曹路等镇分头进行试点。

物业进驻后，为农村解决
了不少难点问题，“停车难”就
是其中之一，位于曹路镇的群
乐村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
法，现在，村内的停车场井然有
序。

群乐村党支部书记蔡浩斌
表示：“我们借国企之力助力乡
村振兴，曹路镇与浦商集团、东
岸集团党建联建，以数字赋能
为抓手，试点启动封闭式智慧
停车管理系统，开创‘数字乡
村＋社会治理’联动新模式，目
前已在群乐、迅建、启明、曙光

四村内16个出入口安装了无人
值守车型道闸，委托专业的物
业公司一体化管理服务。”

四村联动一体化、全覆盖
管理，是曹路镇对农村物业化
管理的新探索。群乐村物业负
责人薛卫东介绍：“我们把所有
的车辆信息跟驾驶员信息绑
定，做好登记和统计，将相关停
车要求传达给驾驶员，碰到堵
塞交通的情况或者停在拐弯路
口的车辆，都会及时疏导。”

村民徐先生说：“原来都停
满车子，现在车辆比原来少了
好多。”村民陈女士也深有同
感，本身也是驾驶员的她对现
状感到十分开心：“现在，停车
变得有序了，乱停车的现象基
本上没有了。”

据悉，截至目前，浦东新区

有 332 个村开展了农村社区物
业化管理服务的实践，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也形成了直接进
驻、专项委托、精准点单三种模
式，涌现了高桥镇陆凌村、北蔡
镇联勤村、曹路镇群乐村等典
型样本，以及康桥镇“物管家”、
航头镇“帮侬修”、老港镇“易修
哥”等品牌项目。

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组织
二处处长陈其良表示：“从实际
情况看，农村社区物业化管理
在提升乡村治理质效、深化城
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农村公共服务、提高群众满
意度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
步，我们将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围绕引领区建设的

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党建引
领农村物业化管理的规范化制
度化水平，以农村物业治理筑
牢村级治理的底板，努力走出

一条与引领区定位相适应的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新路子。”

（来源：新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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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巧妙解决停车“老大难”

曹路镇：探索农村物业服务新路径

百年制皂，一路“繁花”

近日，电视剧《繁花》热播，
剧集对 1990 年代上海的呈现
引发了大家对老上海的热议。

而作为诞生于上海的百年
企业，上海制皂也承载着上海
的历史和文化，从民国到解放
时期

上海一直是中国轻工业的
代表，在这片路网纵横、百货林
立的城市中，诞生了众多惠及
民生、流芳后世的国货品牌，成
为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在沐浴露尚未成熟的年
代，上海就有着“肥皂王国”的
称誉，而上海制皂则是这个“王

国”最重要的奠基人。
上海制皂系列产品，近百

年来，大批国货品牌历久弥新，
凭借独特韵味和文化沉淀而深
受国人喜爱。作为华谊集团旗
下的百年老字号企业——上海
制皂，历经百年峥嵘岁月，拥有
多个知名老字号品牌：116 岁
的“固本”、96 岁的“蜂花”、99
岁的“上海药皂”……

国货皂香浦江畔

近代肥皂工业诞生于西
方。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英、

美两国相继崛起为肥皂工业强
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肥皂商
品。1923年，英国利华公司在
上海创建中国肥皂有限公司
（上海制皂厂前身），1925年建
成投产，成为中国制皂工业化
机器大生产之先驱。

20 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上
海民族肥皂工业快速发展时
期，上海凭借港口优势和发达
的肥皂工业成为中国肥皂出口
重镇。1952年 6月 28日，上海
市人民政府接管了经营不善的
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
改名为中国肥皂公司，后又陆
续并入南阳肥皂厂等 5家小型
肥皂厂，1955 年 7 月 1 日定名
为国营上海制皂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上海制皂厂不断开发出香
皂新品种，以满足国人所需。
1958年，行业内第一块高级半
透明洗衣皂扇牌洗衣皂诞生。
1959年，以利华卫生药皂为前
身的上海药皂问世。1977年，

行业内首块硫磺皂——上海硫
磺皂的前身海鸥硫磺皂诞生。
1982年，上海制皂厂开始试制
液体皂，中国第一款液体皂蜂
花液体香皂诞生。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肥皂行业已形成蜂
花、美加净、上海、扇牌和固本
等多个品牌产品在国内市场占
有主导地位。

在满足国人需求的同时，
国产香皂还成功走出国门，远
销海外。“蜂花檀香皂”是中国
最早的出口香皂，自 1933年起
便出口至新加坡、暹罗、泗水、
槟榔屿等地，获得好评。截至
目前，“蜂花檀香皂”已远销欧
美、东南亚等 50多个国家和地
区，老字号品牌香飘海外。

经历近百年风雨洗礼后，
上海制皂近年来又陆续推出沉
香、琥珀等多款全新香型，继续
传递东方香氛沐浴文化；同时
还推出时尚液体洁面沐浴产
品，以符合当今消费者的使用
习惯，实现品牌的年轻化和用

户“破圈”。回首百年历史，栉
风沐雨、筚路蓝缕背后，国产皂
业的香味已伴随着几代人成长
至今，装扮着无数人的生活。

打造国潮IP赢取“Z世代”

随着代际更替，“Z 世代”
逐步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年轻人对美有着新的理解，更
为崇尚个性、潮流、跨界融合
等。对中国皂业的许多国民老
品牌来说，在恪守品质、传承经
典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文化融
合、营销创新和科技赋能来吸
引消费新群体。

而随着元宇宙的兴起，上
海制皂采用新的元宇宙营销方
式，比如推出数字虚拟代言人
阿拉ALA，推出上海制皂NFT
数藏产品，代言人阿拉ALA全
新演绎蜂花昆曲品牌大片等，
从而更大范围地“俘获”新一代
的年轻消费者。

百年制皂，一路繁花。

我国将实施“六大行动”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北蔡镇：“公益一条街”，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1 月 8 日至 9 日，全国粮食
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在京举
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刘焕鑫就2023年中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工作有关情况作工作
报告，并部署 2024 年重点任
务。2024 年，我国将深入推进
优质粮食工程，围绕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实施粮食绿色仓储等“六大
提升行动”，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刘焕鑫介绍，2023年，我国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从粮食购销市场看，2023年，我
国粮食收购平稳有序，有效应
对“烂场雨”、洪涝、暴雪等灾害
天气影响，保障农民售粮顺畅，
全年收购量保持在 4 亿吨以
上。粮食储备进一步增加，粮
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高
于 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
警戒线。粮食市场供应充足，
在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情

况下，我国粮食市场保持平稳
运行。

从粮食产业发展看，我国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预计
2023年粮食企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7%。

节粮减损有力有效。我国
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助农减
损增收作用，组织开展绿色储
粮技术集成示范和标准化试
点 。 农 户 储 粮 损 失 率 降 至
2.9%，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综
合损耗率控制在1%以内。

当前，我国粮食保供基础
扎实，但是持续稳产增产面临
一定压力，粮食供求中长期呈
紧平衡态势，粮食品种结构性
矛盾仍然突出。粮食区域布局
面临挑战，生产向主产区集中，
大范围、长距离、快速调运供应
的压力增大。

刘焕鑫强调，2024年，我国
将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
粮食安全和战略应急物资储备
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增强国家
储备实力。

其中，将强化粮食产购储
加销协同保障。统筹抓好市场
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引导多
元主体积极入市，及时启动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积极应对
灾害天气等突发情况，守住农
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扎实做
好粮食保供稳价，关注重点时
段、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精准
落实调控措施，保持粮食市场
平稳运行。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
地、大企业、大产业，实施粮食
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
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
力、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
升行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开展
国家现代粮食物流（产业）示范

园区创建，促进园区设施完善
和功能提升。

大力开展节粮减损。推广
适合新型经营主体的储粮配套
技术。针对不同储粮生态区，
推动粮库绿色储粮技术创新系
统集成示范。大力发展粮食多
式联运，促进粮食运输高效低

耗。制定国家全谷物行动计
划，加强标准引领、技术支撑
和科普宣传，促进粮食节约、
健康消费和产业升级。持续深
入推进“降油增绿”，引导居
民降低油脂消费、优化膳食结
构。
（来源：经济参考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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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农产品走上产业升级“快车道”

20232023 年年 1010 月月 1515 日日，，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

都镇一家都镇一家““粮食银行粮食银行”，”，经过烘干的玉米堆积如山经过烘干的玉米堆积如山。。 来源来源：：新华网新华网

（上接1版）
当下正值草莓上市季节，

同在庄行镇的丫丫草莓采摘园
最近一到周末节假日，每天就
有近 100 户游客前来采摘游
玩。吸引众多游客的，正是基
地内风味浓郁的草莓。不仅如
此，基地不久前还荣获2023年
上海地产优质草莓品鉴评优活
动金奖，成为奉贤第一家荣获
市级金奖的草莓生产基地。

基地种植的草莓为何风味
浓郁？“那就要从土壤说起，每
年8月，合作社每亩地都要施用
3吨商品有机肥和125公斤微生
物菌肥，后期追肥以腐植酸肥
和氨基酸肥为主，酌情追施高
钾型水溶肥。”奉贤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园艺科科长李丹表
示，光肥料成本就高出普通草
莓种植户一大截，所以经过长
期增施有机肥的草莓品质更
佳，而土壤的肥力不仅不会下
降，有机质含量反而越来越
高。“虽然这样的绿色种植模式
成本高，但和常规栽培比较起
来，草莓更好吃，价格即使贵一
点也有很多消费者购买，经济
效益更好。”

同样在2023年上海地产优
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中斩获
金奖的，还有来自奉贤王超蔬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贤瑞农产
品产销专业合作社选送的“黑
金 699”紫甜糯玉米。这两家靠
的，不仅有“黑金 699”这一市农
科院精心选育的鲜食玉米新品
种的优异品质，也有合作社悉
心的种植栽培。

据介绍，两家合作社采用
优质有机肥、生物菌肥等替代
部分化肥，土壤肥力出色，使用
杀虫灯、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
术防治病虫害，绿色环保。此
外，王超合作社还取得了绿色
食品认证证书。优良的品种加
上用心的种植、管理，造就了奉
贤的金奖地产鲜食玉米。

在去年11月奉贤区与市农
科院联合主办的“地产鲜食玉
米新品种专场路演品鉴活动”
中，奉贤地产“黑金 699”大放异
彩，收获了众多市民的热烈追
捧，让奉贤地产鲜食玉米的知
名度进一步“破圈”。

凭借着坚守农业生产的绿
色生态“底色”，奉贤各类品质
优异、安全环保的农产品在品

鉴评优中可谓“多点开花”。奉
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至2025年，奉贤将建成
22 个“四新”技术示范区、48 个
高质量发展示范点，积极推广
绿色高效农业投入品，保持化
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区域地
产农产品的绿色食品认证率达
到30%。

擦亮地产农产品
“金字招牌”

提到上海地产夏日果品，
“甜、大、圆、黄、香”的“奉贤黄
桃”在不少市民的心目中，知名
度不亚于“南汇 8424”西瓜。黄
桃作为奉贤代表性的地产农产
品，三十多年来，在国家和地方
的支持下，一路发展壮大。近
年来，作为黄桃主产区的奉贤
青村镇积极树立奉贤黄桃品牌
形象，借此提升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促进产业发展，进一步擦
亮“奉贤黄桃”的金字招牌。

2023 年，位于青村的岱柏
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与奉贤
一家营销公司合作，推出“霞
伐”品牌初生黄桃产品。去年，

“霞伐”黄桃进驻城市超市等高
端商超，售价每盒 158 元。同
时，合作社通过在温室大棚中
搭建“原生态”直播基地的方式
进行现场带货。2023年黄桃上
市季节，“霞伐”黄桃在城市超
市静安寺店卖出200多箱，基地
里通过直播带货也卖出近 1000
箱。

青村镇吴房村则与上海思
尔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创立

“吴房有桃”品牌，建成上万平
方米的黄桃深加工观光、体验
工厂，引进深加工设备，推出
黄桃汽水、黄桃果汁、黄桃啤
酒、黄桃精油皂、桃胶等一系
列衍生产品。数据显示，2023
年，“奉贤黄桃”作为地理标志
区域品牌，品牌价值达到 2.77
亿元。

在奉贤区柘林镇，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奉贤南瓜”也在
农业主管部门、企业、合作社、
高校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打响知名度。

上海曹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致力于以南瓜为主题的全产
业链发展，旗下设有艾瑞吉南
瓜研究所、艾妮维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等多家机构。企业依托
柘林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经
过多年的种植培育，带来了优
质“艾瑞吉”系列南瓜。2019
年，企业与上海交通大学农业
与生物学院成立联合育种技术
中心，同年，以“艾瑞吉”为代表
的“奉贤南瓜”成为上海市唯一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品
牌。除了在奉贤培育以外，更
多的“奉贤南瓜”也已“走出”上
海，在新疆种植基地里茁壮成
长。

接下来，柘林镇将继续推
进“金奖”南瓜产业化示范基地
建设，促进南瓜功能性产品的
开发，进一步提高南瓜产品的
附加价值。未来，南瓜有望成
为奉贤农业产业又一招牌“出
圈”产品。

记者从奉贤区农业农村委
了解到，至2025年，奉贤要打造
出农业 3 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
品品牌、20 个企业主体品牌及
150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的“3+
20+150”发展格局。同时，奉贤
还将加强开展“奉贤雉鸡”“美
谷2号”大米等区域公用品牌宣
传推介活动，持续增强当地农
业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塑造

“奉贤黄桃”“庄行蜜梨”+“奉贤
雉鸡”“奉贤大米”的“2+2”区域
公用品牌发展路径。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奉
贤将规划好 28.87万亩“粮畜菜
水花果”耕作面积，加快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的同
时，大力推广特色经济作物，推
动农业产业从品种、品质向品
牌蜕变，进一步满足城乡居民
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展望未
来，奉贤农业产业将继续奔驰
在升级的“快车道”上。金奖玉米资料图金奖玉米资料图。。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金秀王金秀 摄摄美谷美谷22号资料图号资料图。。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于洋于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