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施勰赟

为深入落实“一省一镇”工作要
求，加速南繁育种成果就地转化，推动
海南蜜瓜产业升级，近日，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联合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
上海南繁甜瓜新优品种展示与品鉴会，
首个“上海南繁成果就地转化示范基
地”现场揭牌，旨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
平台，助力海南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
化。

通过田间展示和现场品鉴，与会者
直观地观察到各品种的生长状况和果实
品质。这些新品种的推广，可以极大丰
富市场多样性，提升甜瓜消费体验，同
时为农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我们每年在南繁基地育成的甜瓜
品种不断增多，品质不断提高，在造福
全国瓜农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当地西甜
瓜产业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老百
姓增收致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庄行试
验站副主任、南繁工作小组组长田守波

告诉记者，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共
同打造一个集联合育种、分子检测等于
一体的生物育种实验室，为上海市南繁
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据了解，市农科院积极落实“一省
对一镇”工作举措，广泛组织一线育种
专家对接当地农业产业，组建西甜瓜、
水稻、玉米专家团20人，累计指导生产
80余人次，指导合作社企业13家。

以西甜瓜产业为例，此前，针对目
前栽培品种单一的问题，市农科院与海

南胜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特色
西瓜、甜瓜产业结对，不仅开展了优质
特色西瓜甜瓜品种的引进示范，针对收
购价格低于乐东市场的问题，还协调引
进优质经销商。同时加强管理技术员与
田间生产员的技术培训，开展“师徒结
对”，精准对接，确保技术落地。2024
年秋季共引进示范 62 个的优质特色西
瓜、甜瓜品种。全年在海南全域累计推
广示范达到 6000 亩，产值 1200 万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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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琼合作，多个上海南繁甜瓜新优品种集中展示 奉贤柘林镇非遗民俗大集触摸传承的温度

春分：从日夜均分到天人平衡

□记者 陈祈

上下翻飞的“滚灯”开道，
威风凛凛的“龙狮”齐舞……3
月 18 日，“来柘里”奉贤区柘林
镇非遗民俗大集热闹开市，一
场融合地方民俗、传统非遗等
多方面元素的民间艺术行街活
动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柘林镇上演，精彩的表演及火
爆的氛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驻足观看。

上午，热闹欢腾的大鼓表
演，拉开了非遗民俗大集的序
幕。在激昂的腰鼓声环绕下，
非遗滚灯、手狮、蚌灯以及传统
民俗舞龙、荡湖船等民俗表演
团队鱼贯而出，沿着柘林社区
主干道缓缓前行，所到之处，锣
鼓声、欢呼声不断交织。

行至最为热闹的钦林南
路与新柘中路路口，各团队为
现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滚
灯”率先登场，大、中、小三种滚
灯相互配合，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这一柘林特色非遗项目的力
量与灵巧之美；栩栩如生的两
条祥龙，自由摆动，尽显中华民

族古老图腾的鲜活生命力；活
灵活现的手狮、富有水乡特色
的蚌灯与荡湖船……多彩的非
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
绝于耳。

“过去，每逢灯会、庙会、元
宵等节庆，行街时都是由滚灯
来做‘开路先锋’的。在人群拥
挤的地方，只要滚灯一舞动，围
观人群马上闪到两边，为后面
的出灯队让开一条畅通无阻的
道路，民间称之为‘百灯之首’

‘灯中之王’。”滚灯项目市级传
承人王正荣介绍道。

在胡桥路的民俗市集，一
众摊位沿着街道有序排开，现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非遗
区独具特色，以国家级非遗滚
灯为代表的系列文创产品陈列
其中，市级非遗风筝惟妙惟肖，
非遗泥人制作独具匠心。美食
区则是香气弥漫，琳琅满目的
美食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吸引
民众围观品尝，大家在蜂蜜的
气味中品味浓情蜜意，在糖画
的制作中感受妙笔生花，在农
家美食的品尝中体验有机活
力。展销商品区的唐韵华裳、

印画丝坊、瓷心手作摊位也同
样吸引了一波波人流围聚在
此，潜心挑选自己喜欢的唐装、
陶瓷商品。此外，在互动区，套
圈、投壶等传统游戏也为市集
增添不少欢乐氛围。

“我记得以前经常参加这
种集会，后来已经很多年没看
到了，没想到现在又办起来，真

的蛮开心的。”当地居民夏阿姨
告诉记者。现场参加活动的民
众感慨道：“这样的大集太有意
义了，让传统习俗又重新回到
了大家的视野，也能让孩子们
了解传统文化。”不少年轻人也
表示，通过这次大集，他们对非
遗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真切
体会到了其蕴含的深厚底蕴。

柘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传统非遗民俗市集，是柘
林镇传承弘扬优秀非遗文化、
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的关键举
措。未来，柘林镇将持续挖掘
本土非遗资源，创新活动形式，
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舞台上绽
放更耀眼的光芒。

（上接1版）

春分有雨家家忙

春分既平分昼夜，又平分春季。春分

为春季第4个节气，正当春三月的中点。

到了春分，春季虽已经过半，但此时温度

回升，雨水明显增多，我国大部分地区进

入了繁忙的春耕期。宋人黄希旦的《二月

春将半》描绘了春分时节农民忙于耕作的

情景：“二月春将半，农耕细雨中。花前轻

薄子，醉倒笑春风。”

古人将每个节气划分为三候，每候5

天，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天文、气

象、物候的现象相应，称为“候应”。春分

节气的三候为：初候，玄鸟至；二候，雷乃

发声；三候，始电。春分时节，燕子从南方

飞回北方，降雨往往伴随着电闪雷鸣。作

为二十四节气的扩充，七十二候细分了节

气，使其能更精细地指导农业生产。但我

国幅员辽阔，南北气温差异较大，各节气

的候应并不相同。正如宋代徐铉在七绝

《苏醒》中描述的那样：“春分雨脚落声微，

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

早有绿腰肥。”春分时节的江南早已草长

莺飞、花红柳绿了，燕子刚归来的北方却

还在春雨中逐渐复苏。七十二候源于黄

河流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在

节气知识普及过程中，各地民众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运用与掌握，赋予了不同的候

应。比如南朝《荆楚岁时记》载：“春分日

……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架格格。民

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与黄河流域民众

将燕子北归视为春分节气的第一个候应

不同，南朝荆楚民众将一种如乌鸦般的鸟

儿的鸣叫视为春分到来的标志，听到这种

鸟儿的鸣叫，荆楚农民就开始下地耕种

了。

中国民众灵活应用二十四节气知识

的情况，也可以从各地流传的农业谚语中

看出来。上海郊区有“一日春雷十日雨”

的春分气象谚语，意思是春分时节，江南

地区的暖湿气流与南下的北方冷空气交

汇，往往造成持续阴雨天气。这种阴雨天

气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江南一带普

遍流传着“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

插秧”“春分有雨是丰年”等谚语。

为了保证春分时节农业生产的顺利

进行，民间形成了一些独特习俗。清代宋

琬在《春日田家》中描述说：“野田黄雀自

为群，山叟相过话旧闻。夜半饭牛呼妇

起，明朝种树是春分。”这首诗描述了春分

当日农家的活动。就要用牛耕地了，主人

对它格外关照，夜里也不忘多喂一顿，同

时叫起睡得正香的妻子，吃过早饭就要赶

早去种树了。“夜半饭牛”即犒赏耕牛。犒

赏耕牛在各地都是重要的春风节俗，而在

江南地区，农民用糯米喂耕牛。春分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时间，有些地方甚至将立春

贴春牛图祈求农事顺利的传统习俗迁移

至春分时节，形成了春分送春牛图的活

动；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春分“粘雀子

嘴”的习俗。春分日当天，民众做一些没

有馅料的汤圆，煮熟后用细竿串起来插到

田埂边，用来喂食鸟雀，以免它们破坏庄

稼。有些人不了解“粘雀子嘴”以保护庄

稼幼苗的目的，而将农民喂食鸟雀的行为

误称为“祭百鸟”。

从来今日竖鸡子

汉代《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

“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

平”，无论平分日夜，还是平分寒暑，春分

的重要特点是讲究平衡。以这个特点为

基础，形成了不少具有科学性，并且有趣

的春分节俗。

唐代刘长卿在《春分》一诗中写道：

“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从

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前两句

描写的是春分昼夜均分的特点和玄鸟北

归的候应，后两句描述的是春分竖蛋和放

风筝的习俗。竖蛋是非常有趣的春分习

俗，民间有“春分到，蛋儿俏”的谚语。中

国古人认为春分这一日最容易把鸡蛋竖

立起来，民众相信，春分能竖立起鸡蛋就

能带来一年的好运。当代科学分析认为，

春分这一日，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

的轨道平面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有

利于竖蛋。竖蛋时应该使用生鸡蛋。未

煮熟的鸡蛋内部密度不同，当鸡蛋立起，

并静置一段时间以后，蛋黄下沉。当鸡蛋

的重心低于蛋中部最大周长的曲线位置

时，鸡蛋就可能被竖立起来。如果能寻找

到三个合适位置的蛋壳表面颗粒，就可以

形成一个底座，更容易将鸡蛋竖起来。

春分过后，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向北半

球移动，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

古人认为此时不仅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也

是人体生长的重要时间，民间有“吃了春

分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也形成了食用

春菜的春分食俗。从江南到岭南，都有春

分食用春菜的习俗。在江南地区，春菜指

的是马齿苋等野菜，春菜采摘回去清洗干

净以后，与鱼一起煲成“春汤”，江南民众

认为食用这样的春菜汤能保佑一年四季

平安健康。当代中医也认为在春天吃一

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有助于身体健康。

总的来看，春分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古

人顺应自然节律，调整人的生产生活节

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平衡的节气，蕴含

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理念，数

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文字整理：记者 施勰赟 实习生 李函芮）

□记者 贺梦娇

3 月 18 日，上海市 2025 年
上半年新兵分别从铁路上海虹
桥站、上海站、上海松江站起运
奔赴各地军营。

新兵起运前，全市各级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欢送活动，勉励
广大新兵牢记使命、珍惜荣誉，
争做听党指挥的忠诚卫士和精
武强能的时代标兵，把热血挥洒
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
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参军入伍的机会来之不
易。”在起运站点，新兵上海交通
大学 2023 级学生李朕翰说，作
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愿以所学知
识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用青春践行“强国有我，强军有
我”的承诺。孩子的梦想，父母
也是全力支持。来自长宁区新
泾镇的新兵金浩文的父亲表示，
作为一名老兵，自己深知军人的
责任和荣耀，从儿子小时候就开
始培养他的家国情怀和尚武精

神，现在看到他接过这份使命，
既自豪又激动，相信他能成为一
名优秀军人，为强军伟业贡献上
海力量。

近年来，上海市征兵工作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履
行“为党引才、为军选才、为战储
才、为国育才”的使命责任，建强
征兵队伍，做优宣传教育，完善
优抚保障，拓宽征集渠道，突出
抓好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类
专业大学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
征集，依法精准高效完成年度征
兵任务。据市政府征兵办介绍，
今年上半年所征新兵中各级各
类毕业生占比 78.39%，其中大
学毕业生占比77%，均创本市历
史新高。

据悉，上半年新兵起运历时
1天。在此之前，各区组织了集
中役前教育，为新兵上好“第一
课”，系好“第一扣”，帮助新兵端
正入伍动机、完成身份转变，提
前适应军营生活，确保为部队输
送高质量兵员。

开启绚烂的青春篇章

本市2025年上半年新兵奔赴军营
□汤妙兴 记者 曹佳慧

近日，从云南镇沅县帮扶基地传来消息，金山区技术支
援的“哲优番茄”又喜获丰收，每亩增收二倍多，为今后大
面积扩种积累经验。当地农民赞扬金山区援滇技术员王剑峰
番茄种植技术高超的同时，对“幕后英雄”——上海哲优果
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雪欢的援滇情怀感激不已，笑称他们
是一对可敬可爱的“番茄夫妇”。

学农出身的王剑峰毕业回到家乡金山漕泾后，便创办起
合作社，主攻番茄和西瓜种植。与谢雪欢结婚后，夫唱妇
随，刻苦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其培育的“哲优番茄”连续多
年获得上海市金奖，合作社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后来王剑峰应聘进入镇农技中心工作，合作
社的重担便落在谢雪欢肩上。

2024年6月，王剑峰加入金山区第五批援滇农业技术专
家团队来到镇沅县。夫妇俩连续开展送精品良种、送扶贫资
金、送栽培技术等帮扶工作。合作社将培育的获奖品种，作
为首批帮扶种子支援困难地区农民，一包包金灿灿的种子，
给当地农民送去了希望；合作社挤出 10万元资金支援镇沅
县基地，使番茄苗顺利进入育苗期；在镇沅基地，王剑峰向
农民传授新技术，推广温室大棚、山泉水滴灌及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让首次试种的1万余株番茄获得成功。

去年下半年，镇沅基地出现资金紧缺，王剑峰二话没
说，出钱购买肥料、支付大棚租赁费和农民工工资，一连两
三个月的工资没汇给家里，对此王剑峰很是过意不去。谢雪
欢在了解情况后反而安慰道：“这些钱都用在正道上，云南
这边还困难，我们尽量多支援一些，我支持你！”一席话，
让王剑锋如释重负，心里热乎乎的。

援滇期间，王剑峰和谢雪欢开设起“远程课堂”，无论
是通过电话、微信还是视频，经常是一天联系两三次，每次
都三句不离番茄，总有说不完的话。“远程课堂”不仅是心灵沟通的桥梁，更成
为科技交流的场所。有一段时间发现番茄苗长势欠佳，俩人视频“会诊”后确
定是病毒导致，当场议定植物防护与药物防治相结合的措施，使番茄苗“转危
为安”。今年初，一场强寒流袭来，气温骤降十几摄氏度，谢雪欢一边安排果农
给大棚保温，给番茄苗穿上“保暖衣”，一边发视频告诉王剑峰早做准备，提前
预防，避免了意外损失。

再过三四个月，王剑峰将完成为期一年的帮扶任务。番茄试种成功后，引
起了周围合作社和农户的浓厚兴趣，纷纷提出扩种番茄的意愿。近日，他已与
谢雪欢商定，将“远程课堂”扩版，吸收种植农户参加，持续向他们传授栽培
技术，解答农户遇到的困难。王剑峰还透露，在保持优先提供优良品种的同
时，基地番茄一旦发生销售受阻，乐意牵线搭桥，通过南果北运将番茄销往上
海市场。

﹃
番
茄
夫
妇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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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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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宣

当江南的柔美春意浸润着
“中国最美公路”318国道的青
浦段，一场集文化、旅游、体育、
商业、农业、展览等多元体验于
一体的春季狂欢——2025 年

“318青浦旅游日”开启。
活动以 318 国道为轴线，

串联起古镇人文、非遗技艺、春
日美景与春菜体验，推出历史
文化古镇踏青“三”部曲、“一”
场跨界融合的行·味 318 盛宴
和“八”大春日乐享主题板块，
广邀各方游客沿着“318”一道
踏青，共赴江南好春光。

一道三镇
江南春韵共谱新章

此次活动联动朱家角、练
塘、金泽三大历史文化名镇，聚
力古镇保护开发和品质提升，
推出踏青“古镇三部曲”主题活
动，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展现江
南水乡的底蕴与魅力。

在朱家角古镇，国际音乐
大师谭盾的《天顶上的一滴水》
于水乐堂震撼上演，演绎江南
水乡的诗意哲学，为市民带来
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角里艺术
家联盟沙龙活动分别以“墨香
茶韵绘春轴”“当代艺术小爬
梯”为主题，邀请市民参与绘画
创作与艺术鉴赏，领略传统与
现代艺术的独特魅力。

3 月的练塘古镇，各类精
彩活动轮番登场，打造潮流与
田园交织的沉浸式体验。

阿特麦创意产业园区开启
“春意焕新季”，国风与潮流碰
撞出别样火花。

此外，还有优禾谷的春季
野趣活动、可·美术馆的现代艺
术绘画展等，为市民呈现多姿
多彩的春日体验。

作为江南水乡的璀璨明
珠，金泽古镇在早春之际推出
一系列精彩文旅体验。“享生
活·逛岑卜·看金泽”活动，邀请
科创人才走进岑卜村，体验非
遗、手工、水上运动等多元素项
目。特别为华为基地和科创小
镇研发的“西岑生活”小程序正
式运行，让赏花踏青的市民游
客零距离掌握出行资源信息。

此外，围绕“金彩生活 为
你而来”四季主题，金泽镇还准
备打造元荡湖畔的踏青郊游与
花朝节主题活动，让市民在踏
青郊游中感受自然与文化的交
融。

“行·味青浦”
跨界融合燃动春光

现场，“行·味青浦 食在精
彩”主题活动精彩亮相，通过

“大厨小镇”“江南味觉密码”
“非遗启程”三大板块，开启一
场寻味 318 的美食探寻之旅，
向市民展示青浦地道美食、现
代城市魅力和生动江南文化。

“大厨小镇”带领市民跟随
沪上知名餐厅大厨脚步，探访
古镇美食宝藏小店，大厨们化
身“美食博主”，与本土厨师交
流心得，品尝春鲜特色，分享美

食技艺，让市民领略青浦古镇
的美食传承和文化精髓。

“江南味觉密码”打造古镇
寻味记，让市民游客跟随外国
食客和主持人的步伐，踏着春
雨浸润的青石小径，走进朱家
角、金泽古镇，探寻江南水乡的
春日风情，以独特的视角游览
青浦非遗美食与文旅发展的全
新解码。

八大乐享
春日精彩三生有“惠”

“此生必驾 318—崧泽映
巷”官方打卡牌正式揭幕；青浦
全域A级景区和热门文旅场所
如朱家角景区、大观园、东方绿
舟、大千天鹅湖庄园等均推出
惠民门票；区内 6 家入选上海
市美术馆名录的美术馆送上春
季新展，让游客在艺术的海洋
中徜徉；当地农庄、农业合作社
积极组织社区、亲子活动，加入
春菜采摘计划；318 沿途各大
商圈推出“周周有花样”等消费
升级主题季活动，助力春日乐
购……

此次“318青浦旅游日”活
动推出八大主题板块，深入挖
掘和传播 318国道串联的灿烂
文化内涵。

据了解，自 2022 年起，
青浦区将每年3月18日定为青
浦旅游日，旨在强化青浦作为

“此生必驾”旅游目的地的独
特形象，推动文旅体商农展产
业融合发展，吸引更多市民前
来领略青浦魅力。

三镇联奏，一道踏青，八大乐享

“318青浦旅游日”奏响春季狂欢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