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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怡彬

作为能源行业消费帮扶合
作行动的重要渠道载体，由本
来生活网提供技术运营支持的

“能源行业消费帮扶合作行动
平台”自2020年正式上线以来，
发展态势迅猛。截至2024年12
月，平台注册的企业用户超
3869个，累计销售商品超191万
件，累计销售额突破2.2亿元。

以线上平台为载体，能源
央企与本来生活网深度合作，
积极开展产业赋能，提升帮扶
地区产品竞争力、推动地区产

业发展。在能源央企、区域政
府及本来生活网执行团队的协
作、努力下，累计开发近百款特
色农产品，帮助 1901 款农产品
完成合规化辅导，打造数个区
域公用品牌。

为积极分享帮扶经验、创
新帮扶模式，自2020年起“能源
行业消费帮扶合作行动交流
会”正式启动。过去五年间，交
流会多次开展，17 家能源央企
分享帮扶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实现了能源行业帮扶模式的交
流创新和资源整合。本来生活
网也积极组织帮扶地区相关人

员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活
动，引进更多专家，促进帮扶地
区产业优化与提升，助力人才
培养。

据国家能源局官方网站今
年 1 月 21 日发布的视频《能源
行业消费帮扶合作行动五年回
顾》，系统介绍了17家能源央企
与本来生活网以线上帮扶平台

“能源行业消费帮扶合作行动
平台”为载体，落实消费帮扶、
助力农民增收的工作情况。本
来生活网也将持续赋能能源行
业帮扶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

线上平台消费帮扶 持续优化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浦东检察官敲响

新学期法治“上课铃”

□王畅 记者 王平

日前，浦东新区检察院检
委会专职委员张宇以及“紫丁
香”未成年人检察团队干警前
往上海市香山中学浦泽校区，
以“明法理、善思辨、存敬畏 法
治护航青春成长”为题，开展法
治教育“开学第一课”。

香山中学初中部、高中部
共计 1300 余名学生通过现场
听课、教室实时转播的方式参
与课堂，同时，还有福建省三明
市大田县第五中学、永安市第
九中学的部分学生通过网络在
线观看直播。

“‘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
希望大家看到他真实的面貌，
并不被出身所左右；申公豹也
渴望被理解和接纳，期待公平
的竞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
公平正义靠什么守护呢？”以热
映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体
现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为
引，检察官与学生们展开法治
探讨。

除了讲解法的一般知识，
检察官还结合刑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具体的法律条文，以及“学生
网络欺凌案”“网络性侵害”“网
络诈骗”“未成年人盗窃案”等
真实案例，与学生交流探讨近
期热点社会话题，引导学生抵
制校园霸凌、警惕网络陷阱、学
习法律知识、规范个人行为。

“通过这次讲座，我了解到法律
是保护我们的有力武器，作为
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要遵守法
律法规，学会用思辨的头脑看
待问题，并且始终保持一颗敬
畏之心。”香山中学的朱文涵同
学说。

新学期伊始，检察官寄语
同学们：要以“明法理”筑牢思
想根基，以“善思辨”抵制不良
诱惑，以“存敬畏”守护人生底
线，让法治之光照亮青春成长
的每一步。

□陈志强 记者 王平

“百年老屋面貌一新，在这
个睦邻点活动就更开心了！”最
近，位于浦东新区惠南镇黄路
老街上的一幢白墙黛瓦的百年
老屋，经相关部门修缮后面貌
一新。黄路村20多位老人们喜
滋滋地相聚在这里的友道乡村
睦邻点，聊天说笑，看书读报，
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2 月 24 日，友道乡村睦邻
点举行了百年老屋修缮后重新
启用的座谈会，百年老屋房东朱
长超的儿子朱梦诗、黄路村总支
书记曹之韬及相关老龄干部和
志愿者2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黄路村老龄干部、该睦邻
点负责人沈志英介绍，前几年，
百年老屋出现了墙体开裂、屋
面渗漏等现象。为此，去年 10
月由相关部门出资进行修缮，
对建筑主体和环境进行修缮加
固，包括墙体屋面整修、门面门
窗及水电系统改造等。如今，
百年老屋面貌焕然一新，还添

置了全新的书架、桌椅、电视、
空调等。

说起友道睦邻点的来历，
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8
年，出生于黄路村的朱长超无
偿提供了老街上的3间老屋，发
起并成立了方便村民读书看报
的“友道文化室”。村里的10余
名村民主动担当志愿者，负责
图书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友道
文化室”拥有5000余册图书和
1000 余册杂志及多种报刊，免
费为村民服务已有27年。

2022 年，村老龄干部沈志
英申请创办了“友道睦邻点”，
使百年老屋又增添了为老服务
功能，很快吸引了村里的10多
位老人参加，朱国才、沈花平、
周锦敏等8名“小老人”成了为
老服务志愿者。

“党和政府关爱老年人，修
缮百年老屋，办起了睦邻点，造
福老年人，谢谢党和政府！”83
岁沈文来是一位独居老人，他
居住在黄路老街上，距离睦邻
点很近，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家

里感到冷冷清清，喜欢到睦邻
点参加活动，与大家在一起聊
天说笑，听新闻和健康科普知
识，做手工游戏，感到温暖和快
乐。每当睦邻点做了圆子、馄
饨等美食，志愿者还会给年迈
体弱、行走不便的老人送上门。

75 岁周锦敏是“友道文化
室”的管理员，也是睦邻点的志
愿者。他回忆了27年来从“友
道文化室”到“友道睦邻点”的
变化过程。他表示，当年朱长
超先生无偿提供了这幢老屋作
为村民读书看报的“文化室”，

宣传科普知识的“科普屋”，后
来在镇村干部重视下变成了为
老年人服务的“睦邻点”。如
今，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这幢
百年老屋修缮一新，老人们都
感到很高兴。百年老屋演绎着
感人的志愿奉献、爱心接力、敬
老助老精神，要一如既往坚持
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

百年老屋友道睦邻点里，
老人们相聚在一起读书看报、
听科普讲座、志愿者敬老助老
的一幕幕场景，成了村里的一
道美丽风景线。

百年老屋修缮一新，睦邻老人相聚开心

□记者 施勰赟

日前，在宝山区高境镇共
和十一村居民区，邻里间相互
关心、暖心帮扶的故事频频上
演，如同暖风轻拂着高境的每
一个角落，驱走了初春的寒
意，温暖了人心。

“喂，120，我们小区有一
位老人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请
尽快赶过来……”日前，共和
十一村居民区的居委工作人员
在走访关爱特殊群体老人时，
发现辖区内一位老人精神状态
不佳，身体状况令人担忧。由
于老人年事已高，对于自己因

何受伤也一时无法表达清楚。
于是，居委工作人员立即拨打
了急救中心的电话，同时安慰
老人不要过于紧张。

急救车赶到后，考虑到老
人年纪大，行动也不便，家人
也不在身边，去医院之后还有
一系列缴费的流程，居委工作
人员便决定和救护车一同赶往
医院，同时联系了老人的家
人。在医院内，居委工作人员
帮助老人悉心处理各项事务，
为老人办理挂号、缴费及取药
等手续，直至顺利入住病房。
老人对居委工作人员及时送她
就医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表达了
谢意。同病房的病友在知道是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后，不禁
称赞：“现在居委会的工作真是
太到位了，这年轻人比自己家
孩子还靠谱！”

同日，共和十一村居民区
的居委工作人员在小区日常巡

逻中发现一位老人瘫坐在地
上，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鲜
血不停地涌出，且老人说话困
难，意识模糊，情况十分危
急。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安抚老人
的情绪，一边拨打急救电话。

救护车赶来后，大家一起
帮忙搀扶老人，协助医护人员
包扎外伤，做应急处理。待老
人上救护车后，大家才放心离
开。在众人努力下，老人被及
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由于送
医及时，伤情得到了有效控
制，目前情况稳定。

意外的发生让人揪心，但
也见证了社区邻里间的温情与
关爱，以及居委工作人员的责
任心和行动力。紧急情况下，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社区工
作者的担当，让居民们感受到
了来自社区的关爱和温暖。

宝山高境邻里情温暖辖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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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春菜“鲜”动沪上

虽然还未到春暖花开之际，位于奉
贤区奉城镇的上海勤阔果蔬专业合作
社，一座座蔬菜大棚内，去年11月种植
的草头早已为地面铺上一层翠绿。合作
社生产负责人陆建军告诉记者，草头是
该合作社春季的特色产品，共有 120多
亩的种植面积，从春节前就已经开始陆
续上市，“现在可以说是草头销售的旺
季，每天上市量在 2000斤左右。”陆建
军表示，市区居民喜欢吃草头的嫩叶，
而奉贤本地老百姓则喜欢在草头嫩的时
候带着秆子一起吃，简单炒一下，鲜甜
软糯、清香怡人。“根据不同的需求，
当地社区的订单我们会连着秆一起割
下，而发往市区的订单则主要收割嫩叶
部分。”

另一样深得上海人喜爱的春菜是青
菜抽薹之后的菜薹，这种菜没有专门的
名称，以俗称为主。“2月初到 3月底是
吃青菜薹的最佳时节。”陆建军说，合
作社的菜薹也是深受市民喜爱，“一到
初春时节，每天都有市民前来购买，我
们也把握这短暂的窗口期，及时采收，
争取让市民吃到最鲜嫩的菜薹。”

作为时令春菜，过去，马兰头种植
受天气影响较大，而现在用大棚种植，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勤阔合作社种有近
10 亩的马兰头，现在也到了采收的时
候，“我们采用大棚种植，一年可以采
收4到6茬，而春天2月末到3月初采收
的头茬马兰头则是最嫩、最好吃的，3
月中下旬之后的就变老了。”陆建军表
示。

记者随后走访位于嘉定区曹安公路
的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得知春菜批发市
场整体供应量充足，部分品类价格与春
节前相比，出现稳中回落行情，市民“菜
篮子”量足质优。来自福建的谢海亚是
当地的蚕豆种植大户，进驻上海批发市
场 17 年的她告诉记者，自家种植有 500
亩蚕豆，从蚕豆上市开始就每天送货到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最多时一天能运送
二十几车。“这段时间蚕豆的量上来了，
价格有所回落，从之前每斤5元左右的批
发价格回落到每斤 4元。”江桥批发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蔬菜部副经理何夏清
表示，目前上市的主要是云南、福建两地
的蚕豆，在市场需求的促成下，鲜食蚕豆
的上市期拉长了，从去年 11月一直持续
到今年5月份。

备受关注的“春菜贵族”香椿已上市
半月有余，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内的香
椿批发单价从春节前后每公斤超百元降
至每公斤 80－90元，当前上海市场香椿
主要依赖云南产区空运直供，运输成本
较高，但品质新鲜度优势明显。

菌子界的“开春第一鲜”

作为菌子界的“开春第一鲜”，素有
“菌中皇后”“素中之荤”的美称的羊肚菌
必须在“春菜”榜单上拥有一席之地。“你
看现在地面好像只有白白的菌霜，没有
菌子是吧，再过20天，这地上密密麻麻的
就都是羊肚菌啦。”在位于崇明的上海慧
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羊肚菌即将进入
出菇期，合作社负责人杨吉介绍，3月初，
市民就可以吃到来自崇明岛种植的新鲜
羊肚菌。

走进羊肚菌种植大棚，一排排菌床
整齐排列，温湿度控制系统、自动喷灌设
备一应俱全。杨吉告诉记者，羊肚菌对
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温度要控制在
16—25 摄氏度，稍有差池就会影响品
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崇明的土地
十分适宜羊肚菌生长，出菇量大且菌菇
品质高。“崇明羊肚菌多糖和粗蛋白含量
高，且由于上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严
格，种植的羊肚菌更绿色安全。”紧邻广
阔的消费市场，崇明羊肚菌采摘后能够
被迅速运往市区，最大程度保证其新鲜
度和营养价值，市民也能够第一时间品
尝到优质、鲜嫩的羊肚菌，满足多样化饮
食需求。

杨吉在试种羊肚菌成功后，积极带
动合作社所在地新村乡新洲村周边农户
共同致富，鼓励农户在水稻收成后的农
闲季节“错峰”种植羊肚菌，将闲置的“冬
闲田”变成“增收田”。“去年，我们村的施
大爷只种了一分地的羊肚菌，一茬收获
后共收入8000元左右。”正在大棚里忙碌
的张阿姨笑着说：“以前种地一年到头也
挣不了几个钱，现在轮作期种羊肚菌，收
入翻了好几倍。”据了解，目前共有 11户
村民与杨吉达成合作，加入羊肚菌种植
队伍中，杨吉负责提供菌种和技术支持，
并统一回购和销售羊肚菌，一条家门口
发展起来的致富产业链条逐渐成形。经
过多年摸索，合作社的“稻菌”轮作模式
目前已比较成熟。羊肚菌这种曾经只生
长在深山密林中的珍稀食用菌，如今在
崇明岛扎下了根。

春雨催生笋冒头

春笋作为春季餐桌的“明星单品”，
也颇受市民的追捧。2月中旬，申城迎来
连续几天的阴雨后，位于闵行区浦江镇
的智耕股份有限公司雷竹笋种植基地
里，一颗颗雷竹笋终于冒头了。“由于去
年台风和冬季雨水少的情况，本应 11月
底破土而出的雷竹笋，至今才产出。”公
司技术总监章春琴表示，这一场等候了
许久的雨水，正式拉开了基地今年的笋
季。

走在基地内成片的竹林里，只见厚

厚的谷糠铺在地上，为一棵棵在地下等
待破土而出的雷竹笋提供了保温环境，
随着笋季的到来，每日一早，工作人员就
把成熟的雷竹笋挖出，在包装车间包装
后送上配送车辆。

2009 年，智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在浦江镇流转了118亩地，从宁波运来了
3 万棵雷竹笋种苗，栽种在了这片土地
上，因为不清楚上海本地的台风、土壤等
客观因素，当年雷竹笋颗粒无收。如何
克服雷竹笋在沪“水土不服”的情况，完
成本土化种植？公司团队一直在尝试，
耗费了六年的时间后，才得到了第一批
雷竹笋，到了第八年，雷竹笋终于成规模
地有了产出。公司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农
业与生物学院进行了校企对接，基地为
高校的农业研究和一些优质种植模式提
供了实践的沃土，而章春琴也在校企合
作中将基地种植模式引入了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的方向。

第一年种下，三年可以长成竹子并
出笋，五年可以成林并稳定产出。竹笋
产业的前期投入时间较长，让许多农业
从业者有所顾虑。“但是一旦长成后，老
去的竹子可以打碎加入菌种发酵成为有
机肥，等笋季结束后还田，新出的竹笋选
取其中适合的苗种，又能培养成新的竹
子。”章春琴告诉记者，这相当于在这片
竹林里，竹产业自身已经形成了生态循
环。

而为保证春笋的新鲜度和完整度，
在江桥批发市场，产地直发的春笋采用
泡沫箱配合冰瓶保鲜技术，经运输后快
速进入市场销往长三角地区。每天春笋
交易量在 10余吨的商贩张伟告诉记者，
现在春笋的产区主要集中在江西、福建
和浙江杭州，价格也略有差异，批发价在

每斤8－9元，相较于刚上市时的20多元
一斤已经降了不少。由于供应量增加，
竹笋批发价较上市初期下降约 25%，目
前稳定在每公斤 8－10元区间。何夏清
表示，随着气温回升，浙江、安徽等地的
春笋将逐步增量入市，价格有望进一步
下探。

餐桌上的“春天味道”

对于喜欢“抢鲜”时令蔬菜的上海人
来说，春天是可以用来品尝的，餐桌上的
一道道春菜就是最好的证明。酒香草头
是市民的首选，选用柔嫩碧绿的嫩叶，在
白酒或黄酒的激发下把草头原本的清香
发挥到极致。而简单的清炒草头则更能
体现草头的原始风味，独特的口感让人
无法拒绝。

将焯水后的马兰头和香干切碎，加
入盐、糖、生抽，再淋上几滴芝麻油拌匀，
一道香干马兰头便完成了。马兰头的清
香和香干的咸香完美结合，那香味让人
忍不住想大快朵颐。

刚抽薹的青菜较嫩，再加上初春气
温仍然较低，植物糖分积累较多，尤其在
刚开花时，因此青菜薹吃起来口感软糯
微甜。“一旦气温升高，青菜开花后，体内
的糖分便渐渐消耗掉，菜薹的口感就会
变差。”陆建军表示。踏着春日清晨的露
珠，摘几枚嫩绿的菜薹，入锅简单小炒，
春天的味道便尽在其中。

清甜鲜嫩的春笋、莴笋与咸香醇厚
的咸肉、火腿一起慢火细炖，便是一道令
无数老上海人“鲜掉眉毛”的“腌笃鲜”，
舀上一勺汤，喝下去令人回味无穷。春
笋与莴笋搭配的“凉拌双笋”则是清新爽
口，为春日的餐桌增添了一抹绿意。

春笋的另一种受欢迎的做法是油
焖，经过油焖烹制，春笋更加入味，浓
油赤酱的风格也让其口感更加醇厚。据
介绍，在提升雷竹笋品质的同时，智耕
公司和宁波奉化的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合
作，生产罐头油焖笋，让这一美味得以
保存得更久。“雷竹笋的产出期是 6 个
月，接近产出期尾声时，我们将竹笋加
工成了罐头油焖笋，目标是年生产60万
罐。”章春琴表示。

从乡野珍馐到都市餐桌，崇明羊肚
菌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对于普通市
民来说，烹饪这道美味并不复杂。最简
单的做法是用清水冲洗后，与鸡肉或猪
肉一起炖汤，汤色清澈，味道鲜美。也可
切片炒制，搭配芦笋、彩椒等蔬菜，色香
味俱全，可谓是春日餐桌上一道独特的
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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