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每 !"##克厨余果皮菜叶，就可兑换 $"#

克酵素原液，日前在松江多个街镇社区，兴起
一阵“变废为宝”的风潮。

家住小昆山镇的陆金木刚吃过饭，就拎
起厨房间的一大袋垃圾出了门，但他在垃圾
桶边没有停留，而是径直拐进小区内的一间
“酵工坊”，不一会儿，只见他提着一个装满棕
色液体的矿泉水瓶。“我这是拿垃圾换了‘宝
贝’，用处多着呢！”

陆金木口中的“宝贝”，是将厨余果皮菜
叶加入糖和水发酵后产生的酵素原液。别看
一小瓶，用处可不小，洗手、洗碗等清洁工作
都能派上用场，居民将原液取回家后，只需根
据用途，按不同比例稀释即可。

走进“酵工坊”，只见一袋袋厨余垃圾被
分类剁碎，上秤称重后与红糖、水混合倒进大

桶密封。工作人员介绍，将各种原料封进桶内
后，第一个月要不时打开翻动透气，之后则只
需完全密封，三个月后，厨余垃圾就成了用途
广泛的酵素原液。“由于原料没有其他添加
物，制作的酵素原液居民也用得放心。”
“酵工坊开张近两个月，居民参与度越来

越高，我们经常要搬到室外空地去兑换。”叶
榭镇世强居委会是松江全区第一个成品酵素
制作和兑换点，居委会书记赵春华坦言，垃圾
分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核心在于
自发参与，“垃圾换酵素”这一模式，恰好能调

动起自觉性，调动志愿者队伍，引导居民自
治，将垃圾分类的理念植入日常生活，提高环
保意识。
“一糖三果十份水，三月期待终不悔。洗

涤精华显神威，健康生活酵素美。”张贴在“酵
工坊”墙上的标语，向居民宣传“酵文化”。谈
起开进社区的初衷，“酵美云间”创始人周英
杰回忆，近年全市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他对此
深有感触，加上早前就对酵素感兴趣、有研
究，便希望为美丽家园出谋划策。“从今年 %

月开始实施，目前松江已建立 !&个‘酵工

坊’，市民的接受与欢迎给我信心，我的目标
是今年在松江设立 !##个点。”

用垃圾换酵素原液，既能促进居民养成垃
圾分类的习惯，而且用酵素原液替换家中的洗
衣粉、洗洁精等化学制品，还能减少水污染。因
此，“酵美云间”计划得到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的重视，并提供相应支持，相关负责人介
绍，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减量，通过推广酵素，也
将环保的理念向外传播，此外环保酵素还可用
于治理河道，净化水质，对生态环境起到修复
作用。 本报记者 范洁 通讯员 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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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果皮菜叶还能这样用

! ! ! !春耕夏作时节，松江泖港镇胡光村标准
化农田里，深翻作业的拖拉机来回穿行，上
百只飞鸟成群紧随其间，或在上空盘旋，或
在垄上小憩，像是在与拖拉机“逗趣儿”，这
番景象着实引人入胜。
不少细心人发现，今夏不仅飞鸟数量增

多，种类也更丰富，一群浮鸥格外醒目，头、
颈、背等均呈黑色，翅上覆羽为银灰色。据松

江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像白翅浮
鸥、须浮鸥等鸟类，此前多现于崇明等地沿
海浅滩。据人工观测以来，成群飞入松江田
头，颇为罕见。

据了解，鸥鹭均为夏候鸟，冬天向南迁
徙，至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夏天向北或迁
徙到俄罗斯等远东地区。目前，正是夏候鸟
的繁殖季，近两年伴随环境越来越好，不少
鸟类选择留在这里。
坐拥九峰十二山的松江，本就是沪上鸟

类偏爱的栖息场所，但此前多见于少人的山

地。如今，成群鸥鹭飞入农田，工作人员分析
称，由于浦南地处黄浦江水源地，除黄浦江
涵养林植被日渐丰富等因素以外，也与多年
来持续不断生态农业耕作方式有直接关系。

近年来，松江力推生态耕作方式改良，冬
天深翻晒垡，冬春熟化，初夏种植一熟水稻，
秋收秸秆还田，三年之内轮作休耕一次。科学
耕作，使得土壤肥力增加，化肥、农药用量减
少，耕作层厚了，土内昆虫繁育，生态食物链
也不断丰富，吸引大量鸥鹭前来啄食。

通讯员 贾佳 本报记者 范洁

成群鸥鹭栖息松江农田阡陌中

观景台

! ! ! !在浦东新区书院镇洋溢村的打铁铺里，几
十年来，炉火不息，四壁熏黑，满地铁器。'%岁
的老铁匠邵宝根挥起铁锤老当益壮，刚从炉膛
里抽出的血红铁块，在榔头的打击下火花四
溅，叮当作响。

(#年前，当老邵还是“小邵”时，他就跟着
哥哥一起来到铁木竹生产合作社当学徒，那
时，一起学打铁的还有好几个师兄弟，但时至
如今，还能坚持在铁水炉前的，也只有老邵一
人了。别说坚持到如今，有不少铁匠早在改革
开放初期就转行弃业，告别滚烫的铁水，到更
大的海水里“下海”去了。

打铁是件辛苦差事，老邵也曾借当兵“逃

脱”过一阵。不过，似乎冥冥中注定他与打铁有
缘，“复员”时，国家的政策是“从哪里来，就到
哪里去”。于是，邵宝根重操旧业，回到铁铺。到
了上世纪 )#年代，生产队“大集体”解散，他买
下队里的一个仓库，自己办了个铁铺。

最初，农具都靠打铁，铁铺里有两座熊熊
燃烧的炉膛。现在，商店里可以买到各种农具，
还有了自动化的农业机械，铁具似乎变成了只
有上了年纪的老农才喜欢用的“古董”，铁铺里
的一座炉膛已经派不上用场。不过，老邵并不
觉得“孤独”，炽热的炉火依然燃烧着他的夕
阳，与客人们的攀谈中，他总是笑容满面。而他
炉火纯青的好手艺，也在乡间口口相传，甚至
还有远在周浦镇的厨师也经常上门，定制菜
刀。看来，暂时他还不能封炉退休呢。

通讯员 施国标 本报记者 孙云 摄影
报道

事新郊区

! ! ! !大幕拉开，晨曦微露，金山三岛隐约可
见，海岸边一群裸露上身的盐丁、灶民手捧三
牲，向上苍祈祷……近日，由金山区漕泾镇创
作的民俗歌舞剧《沧海盐田》在“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展演，通过艺术表现手段讲述上海
绵亘数千年的海盐历史文化。
金山盐业曾经相当发达，五代吴越时曾

出现“煮水为盐，殖芦为薪，地饶蔬茹，水富虾
蟹，舶货所辏”的兴旺景象。上世纪 )#年代初
上海的海水晒盐业基本消逝，唯有金山漕泾
海涯村还留有最后一批盐民。此后，随着海水
养殖业的兴起和上海化工区兴建，上海传统
海盐生产就此销声匿迹。

作为上海海盐生产重镇和盐文化传承最
为悠久的漕泾镇，通过发掘整理盐文化创编
出《沧海盐田》，向世人反映这段风雨沧桑的
历史记忆。通讯员 万军 徐鑫 本报记者 范洁

! ! ! !为进一步维护好长江北支水上管理秩
序，防止本区域内长江禁渔期涉渔“三无”船
舶回潮，近日，上海海警二大队联合崇明区农
委等单位，开展清理取缔非法捕捞网具专项
执法行动，共清理取缔无主鳗鱼苗网具数百
顶，浮子数百只，并驱赶了数艘违规作业渔
船，有效维护了长江北支渔业捕捞秩序。
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执法区域为崇明区

长江北支水域，包括北八滧、东旺沙外口和沿
江沿岸周边水域，对巡逻中发现的涉嫌非法捕
捞船只和疑似涉渔“三无”船舶进行登临检查，
对违规使用禁用捕捞渔网具的予以清理、收
缴，对使用深水张网作业的非法捕捞渔船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通讯员 袁杰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 ! !初夏，辰山植物园迎来一家八口“萌鼠”，
这也是数十年来，土拨鼠首次在上海动植物
园安家。八只土拨鼠体长 %'*"#厘米不等，
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属哺乳纲啮齿
目松鼠科旱獭属。土拨鼠喜食新鲜蔬果及青
草，天性警惕且喜好群居，因此常见“侦察鼠”
直立以观察周围环境，警惕危险入侵。目前，
“鼠公馆”安置于园内温室沙生馆内，吸引不
少市民围观。 陶磊 范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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