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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又到春耕备耕时节，田间地头
开始新一年的忙碌。不过，在松江区
叶榭镇徐姚村，今年的备耕工作与
往年有些不同，作为松江唯一试点
村，徐姚村平整土地动起“大手术”，
将田块拓宽以备全机械化作业。

田埂变成水泥路
打破了自古沿袭的农田格局，

原来走向错落的田埂不见了———参
与试点的 !"#亩土地中，田垄被打
断，格子状的土地连通成片，从东西
向望去，只有平整的水泥路横穿农
田，像被规划过的公园，线条明朗。
深翻的地块涉及 $户家庭农场

主：把南北相邻的田块合并，从前规
格为 %&米长的农田延长到 '$&米，
以 (&米宽为界，间隔出的土地面积

大小相同，每块约 )&亩左右。田块
面积翻了倍，这个动作的背后，是家
庭农场主们对种田早日实现机械化
操作的迫切需求。

机械操作有空间
从前，良田面积小，分割面积大

小不等，耕种走向也不统一。不论耕
种、播种，或者收割，驶入田中的大

型农机设备总是“蹩手蹩脚”，行进
不便。特别到收割季节，收割机频繁
调头，不少稻穗被机器碾压，转角地
带的稻穗也很难触及，收割死角多，
稻谷浪费严重。

如今整合后的田块宽敞了许
多，农机设备运行畅通，转角少了，
浪费也少，家庭农场主们很满意。
借着田块拓宽的好时机，大型推土

机和挖掘机也一并被“请”了进来。
机器都开得进了，土壤也可以彻底
平整一番。一切准备就绪，待到春耕
启动后，拓宽了的田块将实现全机
械化作业，拖拉机、直播机、收割机
等大型设备将轮番“上阵”。
据悉，这片试验田将被打造成

“千亩丰收田”，为全村家庭农场作
示范。 记者 朱全弟 通讯员 贾佳

松江区叶榭镇平整土地动!大手术"

错落田埂不见 拓宽田块机耕

! ! ! !本报讯 （通讯员 贾佳）松
江区泖田湿地获评为本市首家重
要湿地，定名为“松江泖港湿地”。
近日，泖田湿地成功申报上海市重
要湿地并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纳
入上海市重要湿地名录。
“松江泖港湿地”位于五厍现

代农业园区内，湿地占地总面积
为 $"公顷，海拔在 (*+米以下，
为太湖流域碟形洼地。古时泖湖
水域淤塞，后围垦成田，形成了万
亩泖田，如今的泖港湿地正是现
今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泖田形
态湿地之一，也是本市典型的沼
泽湿地分布区。

松江

泖港湿地入选
市级重要湿地

区 县 动 态

!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沈永
昌）金山区日前发出通知实施“幸
福 ,&”项目，对 ,&周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实施高龄津贴，补贴费自今
年 )月 )日起实施，每季度发放一
次。今年一季度的高龄津贴，该区
()&&多名高龄老人，在近期内将陆
续收到这份“厚礼”。

年满 )&& 周岁及以上老人，
每人补贴标准从原来的 -&&元增
加到 ./&元，再加上市老年基金
会金山分会每人每月发放的 .&&

元护理补贴，)&& 周岁及以上的
老人，每人每月的高龄津贴和护
理补贴共 )&&&元；年满 ,,周岁
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标准从
原来的 )&& 元增加到 (&& 元；年
满 ,&周岁至 ,% 周岁的老年人，
每人每月补贴标准为 )&&元。

金山

!"岁及以上老人
享受高龄津贴

! ! ! !本报讯（通讯员 贾佳）在浦
南花卉基地，百余个大棚中气温
相比室外高了不少，薰衣草、金雀
花、绣球花、栀子花等上百种草花
正含苞待放。入春后，草花进入开
花时节，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的热
销季。特别是适合室内种植、阳台
养植的小型草花，更受市民欢迎。
“基本上，每成熟一批，就脱销一
批。”花农高方祥说道。

与以往不同的是，-&&元以上
的名贵花草需求量大幅减少，不
少品种价格下降三成。“从前，以
单位或组织的名义批量购买、用
来布景装点会场或礼品赠送的人
很少见了。不过，)*.元到 $元一
盆的草花反而更走俏。”浦南花卉
基地的相关负责人夏志冶介绍。

浦南花卉基地
草花大批上市

! ! ! !临近清明，在市郊浦南地区，
做青团仍是老一辈村民的习惯，提
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

几场春雨过后，在泖港镇黄浦
江水源一带涵养林中，野生艾草进
入了疯长期。到林中采一把鲜嫩的
艾叶，不必过多清洗，就可以直接

用来榨汁。范家村就被这片涵养林
包围着。近些天，时有村民肩挎竹
篓，手拿镰刀，到林中选割艾草；周
末年轻人从城里回乡，也愿意与老
人一同采割。

周雅凤已经年过 .&，今天受 %&

岁母亲的叮嘱也来采割艾叶。“从
前，还有人自己种，现在，村里人都
直接来林子里采，野生艾叶更天然，

汁水颜色深，和在面粉里容易上色，
做出的青团更好看。”周雅凤说。

背着一个半人高的竹篓，说话
间，蹲身挽住大把艾草，用镰刀利
落地割下，放进身后的竹篓。“清明
前，每次都要割上这样 -到 +篮，将
近 .&斤重的艾草，能挤出满满一盆
汁水，足够一家人做青团的用量。”

将艾草平铺在塑料布上，用木

槌敲打捣碎，再用手抓起拧出汁
水，鲜绿的液体瞬间流出；也有些
村民沿袭传统习俗，把艾叶装进石
器，敲碎取汁。然后把煮好的艾叶
汁和进糯米粉，手握面团，飞快地
旋转出一个“窝”，把豆沙馅填入其
中，团成圆形。青团就做好了。
“如今，年轻人中会做青团的

不多了，为了图省力，都想买来
吃。可味道还是自家纯手工做得
好。”周雅凤说，自己老母亲做的
青团更香更糯，有嚼劲。清明前蒸
上几笼成了习惯；从采摘到制作，
这个过程也是全家围聚、分享乐趣
的时候。 通讯员 贾佳

! ! ! !双休日里，已是上午 )&时光
景，在宝山区大场镇已被拆除的老
街附近的沪太支路上，仅有一开间
门面的“尧尧羊肉馆”，店堂内外已
摆了七八桌。三五结伴而来的顾客
就着羊肉，喝着“小老酒”，吃着羊
肉面。还有不少顾客正排着队，买
些羊肉羊杂碎回家。

传说中镇上老街有口百年不
熄火的老锅，记者向 $%岁的店主邱
金凤打听，她说，那口锅已经没有
了。在记者的请求下，金凤阿姨带我
们进了厨房。灶头上一只巨大的铁
锅，上面搁着一只直径约一米半、箍
着铁箍的杉木圆桶，桶身高有一米
多。烧火的师傅说，里面可放 )&多
只羊呢。记者需要登上三级台阶，才
能窥见几块大石头稳稳地压在羊肉

上面。金凤阿姨指着这口锅说，从拆
迁搬出来到现在，差不多有 (&来年0

这口锅从没断过烟火。
金凤阿姨介绍说，每天上午 ,、

'/点钟，把拾掇干净的生鲜羊肉和
内脏放到锅里，等汤水烧沸后，一
遍遍撇去浮沫、羊油。中午 '(时左
右，鼓风机停止吹火，但并不马上
开锅，要焖上一段时间后，再把羊
肝、羊肚捞出。最后，在第二天凌晨
取出所有羊肉。这时，有人剔骨打
理，有人把锅里的汤再次烧开，用

粗、细两把大抓篱，将汤里的老姜、
碎骨等杂质全部捞清爽，把剩余的
“老汤”保存在锅里。

金凤阿姨还说，自己这家店，
开了关关了开，前后折腾四次，最
后才成功了。烧羊肉其实没有什么
秘方，羊肉汤里只放料酒和老姜，
其他什么作料都没有，靠的就是工
夫和勤劳———要不停地去照看锅
里的情况，否则就会有膻味。
“尧尧羊肉馆”一年四季供应

羊肉，每天销售量是两到四只羊。金

凤和老伴、儿子媳妇，再雇上二三小
工，相互分工，昼夜操作，个个忙碌。
生意好还有一个原因，价廉物美。你
看，白切羊肉每斤 $/元，倘若堂吃，
可以选择套餐：一碗羊肉清汤面，(
两羊肉，加上另拷 (两双沟大曲，总
共 '.元———因此供不应求。
羊是食草动物，性情温和。“尧

尧羊肉馆”的主人，性如绵羊，心平
气和做生意，勤劳致富，传承了宝
山人的厚道和谦和。
记者 朱全弟 特约通讯员 赵荣发

闻香取艾叶 踏青采割忙
浦南地区村民清明节前做青团

城 风 镇 事

到大场镇来嚼肉喝酒吃面

#"年!老汤"烹出美味羊肉

!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陈志
强）“十二五”期间，浦东新区共需
进行改造的水利水闸桥梁共计
($'座，总投资 (1&+亿元。目前，
新区已完成 ),(座农桥的改造任
务，占整个改造计划的 "-*#2。剩
余 $,座将于 (&)+年、(&)#年全
面完成。

浦东

$!%座农桥
完成!强筋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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