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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也就 !"来年前，那时上海因
突破全球柑橘分布北缘低温临界线
引种柑橘成功而轰动全国，柑橘成
为当年上海果品市场的宠儿。那时
葡萄还只是农户屋前宅后随意种上
几颗，又酸又涩，哪有如今的风光？”
市林业总站从事柑橘种植技术指导
的郑洁，清楚地记得读大学时，从事
柑橘研究的课题组远比葡萄课题组
“分量”重。而如今，在上海地产水果
市场上，葡萄身价扶摇直上，是柑橘
的 #"来倍，种植面积大幅增长。而
柑橘却从最鼎盛时期的 $%&' 万亩

锐减到 $(&)万亩。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在横沙岛上种柑橘的施永祥说，
当年一起种柑橘的，如今就剩下他
还在坚守，“!* 多年前横沙岛柑橘
的收购价就是每 )**克 $元多，!*
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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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光的“柑橘大哥”，如今该
如何向“葡萄小弟”学习取经？目前，
上海郊区 %万亩葡萄，年产值可达 %

亿元，果农种一亩葡萄平均可收益万
元，而沪郊 $*万亩柑橘，产值才 !+)

亿元，一亩柑橘收成 !"""元，差了 )

倍。而上海的隔壁邻居———浙江临
海，那儿的柑橘最贵卖到了 ,*元一
公斤，是沪郊统货柑橘的近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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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柑橘成熟季节，记者在
崇明三岛橘园采访，发现许多柑橘种
植、销售、技术人员都在研究“葡萄经”，
并归纳出了不少“学习体会”———
第一课：要有致富带头人。上海

郊区葡萄种植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历经 $*多年的技术攻关，沪郊
才把“又酸又小”的葡萄种成了“又
大又甜”。人称“老单”的葡萄种植能
手单传伦，第一个把嘉定马陆的葡
萄卖出了 )**克 -*元的价格，在当
时可谓是“天价”。
第二课：示范效应作用大。正是

“老单”的“高价葡萄”示范效应，马
陆葡萄迅速发展，并很快辐射到郊

区各个区县，沪郊优质葡萄遍地开
花，果农的收益也大幅增长。
第三课：促栽培技术发展。葡萄

的成功，农民的大面积引种，又促进
了葡萄栽培技术的发展，葡萄新优
品种的不断引入，使得本市的葡萄
产业进入良性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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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柑橘研究所所长、前卫柑
橘公司负责人刘海明，人称“老刘”，
已开始将“葡萄经”付诸实施。今年，
以前卫柑橘公司为龙头，联合崇明
大型柑橘合作社，崇明今年统一推
出了“崇明蜜橘”品牌，这只是第一
步。第二步，前卫将在长兴岛辟出
)**亩柑橘试验区，与浙江柑橘研

究所合作，力争在崇明种植出媲美
浙江临海的高质量柑橘，“如果能让
崇明三岛的橘子收购价从目前的每
)**克 $元提高到 -元，增收 !元，
崇明 ,万亩柑橘，橘农就能增收近
$*亿元。”“老刘”描绘的柑橘前景
很光明，而他也坦言“困难也很多”，
比如，包括长兴岛在内，崇明柑橘种
植的几个乡镇，地下水位高，土壤是
碱性，比起浙江的山地酸性土，种出
好橘子难度要大得多。

对于“老刘”的尝试，市林业部
门、崇明县农委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沪郊柑橘新征程已起步，期待“老
刘”能成为沪郊水果种植的第二个
“老单”，期待柑橘早日迎来重新辉
煌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沈敏岚

身价始终难以提高，种植面积却在减少。但是———

“柑橘大哥”不甘输给“葡萄小弟”
“关注崇明柑橘”

系列报道之三

! ! ! !本报讯 （通讯员 倪俊 记者
江跃中）过期食品被召回后是否存
在改头换面，重新上架或被用作
其他食品原料的可能？这个疑问
使民盟长宁区委主委、长宁区政协
副主席张谢定产生了一个想法：在
全市建立统一的“废弃食品处置
中心”。
作为市政风行风监督员，张谢

定明察暗访了不少超市和卖场。他
发现，不少超市和卖场都建立起了
邻近保质期食品的打折专柜，以及
时提醒商家并尽快销售邻近保质期
食品。而对于已经过了保质期的食
品，多数由供货方收回。“但是当问
及对过期食品召回后是如何处置的
以及具体的处置方式和场所时，相
关部门往往语焉不详”。
张谢定了解到，在前几年的食

品安全监督检查中，曾发现过少数
卖场将过期食品现场撕贴生产日期
标签的行为，用过期馅料和新的馅
料混合搅拌后制作的食品在媒体报
道中也时有所闻。
“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从田头

到生产，再到商场直至餐桌的全过
程监管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全覆盖？
过期食品的处置是否也应该纳入监
管的流程？”
张谢定认为，对于食品安全，应

该有一个涵盖种植养殖、生产、流
通、销售以及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
和餐厅厨余处置的全面监管流程。
他建议由食安委牵头，在全市建立
统一的“废弃食品处置中心”，一方
面杜绝过期食品改头换面再次粉墨
登场，另一方面也通过统一处置废
弃食品提升环境保护能力。

!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据交通
研究部门预判，$$月份城市常态交
通出行总量较上月将会有所提升。
立冬后，受雨天、迷雾、天寒等因素
影响，晚高峰会有所提前，道路事故
率可能有所提升，加之道路施工规
模增加，城市道路运行状况将有所
下降，中心区内南北高架、延安高架
和内环高架受到影响较大。

北京西路!铜仁路!陕西北路

段" 本月将进行道路大修和积水
改善工程，施工期间，道路实施单
侧通行，通行能力有所下降。施
工段南北两侧的公交站台将临时
搬迁，沿线途经的公交线路运行
状况将会受到一定影响，建议沿
线居民及办公人员及时调整出行路
线，预留交通出行时间。

本月晚高峰将有所提前
施工增加或致道路拥堵加剧

过期食品是否会改头换面上架？一民盟成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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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静安区工作室，好几位
专家志愿者忙了一上午，仔细询
问孩子情况，给两个宝宝作了全
面测试，随后，康复训练有条不紊
地开始了，由志愿者每周给宝宝
按摩推拿，渐渐地，两个宝宝会爬
了，会和人有眼神交流了，会说话
了……一点一点的进步，让一家人
欣喜若狂。

经过一年多努力，如今两个小
家伙已完全康复，甚至成了早教班
里的“皮大王”。他们的妈妈说，沃
奶奶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宝宝
们一见她便眉开眼笑，“不像医生，
就像奶奶”。沃乐柳说自己和宝宝
打了一辈子交道，对孩子特别有感
情，每个来咨询过的宝宝，她都能
叫出小名。

“绝望爸”
解开心结变了个人
除了将中西医、治疗与康复相

结合，沃奶奶和志愿者们发现，为

这些孩子的父母作好心理调节也
是至关重要的。

旦旦出生时难产造成先天脑
损伤和臂丛神经损伤，虽然接受了
移植，右手功能仍未恢复。为了给
旦旦治病，爸爸辞掉工作四处求
医，几近绝望，脾气异常暴躁。为强
迫旦旦多用右手，竟然把他左手绑
起来。沃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父母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宝宝的性
格，如果爸爸一直这么悲观，哪怕
旦旦身体康复，长大后也会自卑，
不敢与人交流。”

所以，她一面为旦旦制定康复
计划，一面和学前教育专家徐博士
拉着旦旦爸谈心。“右手稍微差些
没关系，就当宝宝是个左撇子，美
国总统奥巴马还是左撇子呢！”沃
奶奶告诉旦旦爸，千万别把弱势宝
宝和正常宝宝作对比，要关注他的
每一点进步，“要相信宝宝可以做
到。”

如今，旦旦的状况越来越好，
爸爸也变得开朗而乐观。前不久，

他们来上海，一见沃奶奶，旦旦主
动伸出右手握住了她的手指，让爸
爸和沃奶奶都红了眼眶。

“沃奶奶”
聚起上百爱心妈妈
“我们都是冲着沃奶奶来的！”

采访中，所有的志愿者都说，正是
因为沃奶奶的无私奉献和真诚待
人，他们愿意与这位笑眯眯的银发
老人“并肩作战”，不为名不为利，
只为这一份感动。如今，与沃奶奶
一同义务服务的专家志愿者就有
!*多名，参与服务的大学生、“爱
心妈妈”已有上百人。

高级育婴师张葆葆就是其中
一员。她的女儿出生时患有先天
性心脏缺陷，在儿童医院看病时
结识了沃乐柳，如今女儿已成长
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少女，有感于
沃奶奶的热情与爱心，葆葆开办
的儿童早教中心如今也成了志愿
服务平台，为弱势宝宝提供早教
训练课程。

沃奶奶说，从医这么多年，她
看到无数的家长为了心肝宝贝疲
于奔命，“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好的
资源整合起来，在医院和家庭间搭
建一个平台，让他们看到希望。”在
她和志愿者们的努力下，会有更多
的弱势宝宝从中受益，他们的命运
因爱而改变，他们有着和所有正常
孩子一样光明的未来。

从儿童医院受人尊敬、受人喜
爱的沃医生，到为社区儿童健康护
航的沃奶奶工作室，再到如今给予
弱势儿童希望的专家志愿团队，
“为儿童健康，做个好奶奶！”这就
是沃乐柳不变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