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实东滩绿港农业园内，轰隆的收割机
声打破宁静，广袤平整的金色田野上，有机
水稻开镰收割，市民可在国庆、中秋双节前
尝鲜上实东滩今秋新米。
“‘东滩大米’从选种、种植、烘晒、加

工、销售各环节，实行全产业链管理，确保
大米食味品质和食品安全。”上海上实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梁介绍，
上实东滩绿港农业园地处崇明东滩，江与

海的交汇处，水清、土洁、气净，没有重金
属污染，从 !"#$ 年起开始有机水稻种植，
今年是有机转换的第二年。
“东滩大米”选用的早稻品种为“松早香

#号”，抗逆性强、丰产性好、品质优良，种植
则采用稻鸭共作模式，鸭子的田间活动有效
防除害虫和杂草，水稻生长全过程零化肥、
零农药，以物理方式防治虫害，设置杀虫灯
用于诱杀成虫，以人工拔草方式清除草害。
据了解，该品种水稻常规亩产在 %&&公

斤左右，为了确保有机大米的品质，今年亩
产控制在 !%&公斤。 本报记者 范洁

东滩有机水稻开镰啦
报速田头

! ! ! !有着悠久的篮球运动历史的罗泾镇又

要热闹啦! 今天"#一鸣泾人$宝山区罗泾镇

农民篮球联赛拉开序幕"其中还穿插全民互

动技巧大赛"新颖又有趣% 郭剑烽

事新郊区

! ! ! ! &科技焕醒创新城市'((!"#$科技创新

高峰论坛$日前在嘉定菊园新区举行%专家学

者就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新兴技术

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共话创新企业应如何

捕捉市场需求"创造核心竞争力! 范洁

“一鸣泾人”篮球开赛宝山

! ! ! !风吹麦浪，田间不见农夫，路中却现农夫正
低头插秧锄禾，怎么回事？走近一看，原来是一
条涂鸦小路出现在浦东大团镇海潮村的千亩稻
田中，让村民换了一个新奇视角回看早已熟稔
的农活，更让不事稼穑的来访市民惊艳。

创作者是大团镇的“农二代”唐佳逸、董静
亚和王嘉晨，他们希望通过新颖的田间涂鸦，为
乡村增添一道风景，也让更多人了解大团的优
质农产品。

三人分工明确，分别负责构图、上色、描线'

在水泥路面描绘出各种有趣的图案，有农民插
秧种稻的画面，也有稻谷米粒的形象，还有可爱
的卡通人物乐呵呵地看着眼前丰盛的白米饭。
(&月，海潮村的千亩稻田即将迎来开镰，金黄
麦浪与涂鸦小路相映成趣，好一派丰收盛景。

! ! ! ! ! ! ! ! ! ! !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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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长达 )个月“史上最严休渔期”的结束，
这几天浦东芦潮港码头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一艘
艘出海捕捞的渔船满载而归，成筐新鲜的鱼虾蟹
被搬上码头，来选购的批发商和市民聚集在商铺
前，海鲜餐馆也重新开始了排队的节奏。
浦东沿海芦潮港、三甲港共有 *+条持证渔

船，其中 )#条在芦潮港。这些船都进行了标准化
改造，配有卫星导航。今年休渔期结束后，有些渔
船一天就能捕回上吨海鲜，比往年多了许多。浦
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渔政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芦潮港海鲜产量高，得益于“史上最严休渔
期”。以往的休渔期是每年的 $月 #日到 ,月 #$

日，今年休渔期则是 %月 #日到 ,月 #日，时间
上增加了半个月。而且，今年浦东渔政部门与苏、
浙两地联合执法，有效消除了休渔海域的执法盲
区。今年休渔期间，执法部门在浦东海域共查处
了 #*起非法捕捞案件，鱼苗得以更好地成长，因
此今年海鲜的总产量也比往年高出许多。
据阿新海鲜坊负责人唐建新介绍，由于产

量提高，今年海鲜价格相比往年有所回落，往年
此时梭子蟹每千克约 #!&元，现在每千克只要
,&元。富有芦潮港特色的板娘鱼、梅童鱼、带鱼
等鱼类价格也均有下降。例如往年每千克 )!&

元左右的板娘鱼今年只要 !%$元，相差不少。
第一批上市的海鲜以板娘鱼、梭子蟹、小白

鲳为主，后续还会有梅童鱼、龙头鲓、小黄鱼、马
鲛鱼等“小网海鲜”陆续大量上市，价格也较便
宜。预计这波量大价低的海鲜旺季将一直持续
到 #&月底。 本报记者 孙云 通讯员 须双双

史上最严!休渔期"结束 海鲜旺季量大价低

芦潮港生猛海鲜迎来丰收季

风
吹
麦
浪
!农
夫
锄
禾
"

涂
鸦
小
路
现
大
团
田
间

观景台

! ! ! !一张等了 +&年的婚纱照，一段令人动
容的夕阳情。

几天前，浦东书院镇桃园村 -$岁的村
民徐林祥和 -!岁的老伴唐翠仙收到一份特
殊的“夕阳”礼物———一大早，村里的志愿者
就来到老人家中，为他们梳妆打扮，换上白
色婚纱和礼服。在门前枝繁叶茂的大树下，
搬出家里的长条凳，两人手挽手，郑重又略
含羞涩地在摄影师“茄子”的口令中，拍下了
生平第一张婚纱照。
别看年逾九旬才补拍婚纱照，在当地，

老夫妇还是同辈老人中的“弄潮儿”。桃园村
党支部表示，今后还将把服务面扩大，为全
村多对 -&岁以上的高龄夫妇拍摄全家福和
婚纱照。

早在 ,&多年前，唐阿婆就与徐老伯订
下了娃娃亲，并且住在了同一屋檐下。青梅
竹马朝夕相处，两人感情深厚。#-*+年 !

月，徐老伯和唐阿婆结为夫妻，携手走过 +&

个年头，转眼已是“白金婚”。
虽然经济条件一般，但二老把家里收拾

得整齐干净，在农家大灶前做饭时，还互相
帮助，一个生火，一个舀米。见记者来访，二
老拄着拐杖出来招呼。之后，徐老伯坐在饭
桌北侧的长凳上，唐阿婆则就势坐在南侧。
儿子徐振明介绍说：“这两个位置，一南一
北，自从我父母搬进这间房子以来都是这样
坐的，从未改变，已经将近 *&年了。”

徐老伯的父亲早逝，家有 %个兄弟姐
妹，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
唐阿婆则作为贤内助帮他一起照顾家庭，帮
衬兄弟姊妹成家立业。年轻时，在家务农的
徐老伯承包了所有家务，让外出上班劳累一
天的妻子回家后能轻松点。

徐老伯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深深烙在唐
阿婆的心里。#%年前，徐老伯身体不适，在
医院住了半个月，+& 多岁的唐阿婆一直在
医院陪护，子女们劝她回家休息，她却坚持
说：“我一定要照看在这里，你们谁也不要劝

我……”年龄上去了，唐阿婆记忆慢慢衰退，
心脏也装了两个起搏器，需要按时吃药。于
是，每天清晨，徐老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为妻子备药，直到看见老伴把药顺顺当当
地吃下了，方才放心。

在桃园村，像唐阿婆、徐老伯这样在平
凡生活中相濡以沫的高龄老人还有好几对。
虽然长寿，他们对生活却还有一点点小遗
憾，因为地处远郊，年轻时经济条件也有限，
所以，普遍缺少拍照的机会，拍摄婚纱照更
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虽然小辈们普遍都有了
手机，但更多的是拍摄孩子，许多老人除了
身份证照片，甚至没有其他照片。桃园村党
支部由此想到要为老人留住一份时光，也能
促进社区和谐，这一想法得到了老人及子女
的欢迎，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本报记者 孙云 通讯员 金丹

“70年夙愿今朝得偿”
九旬夫妇农家小屋前补拍婚纱照

创新论坛共话新科技嘉定

陶源 摄

美 乡村丽

大团镇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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