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准绿标!放心选购
崇明生态农产品销售热线 !""#$%&'''

! ! ! !一家合作社，有了销路等于就是有了
财路。上海的路，大大小小有几十万条，要
找对路还真不容易。路犹如此，何况人人都
想着惦着的致富之路。可是———

上海建星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学
周碰到了好运气。在崇明绿色食品产销联
合会!以下简称绿联会"的“撮合”下，合作
社和崇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下年供
应 #$吨到 %$$吨莴笋、&$$吨白萝卜的订
单。新年开始，每天有近 '吨的蔬菜，从李
学周的合作社送达市区。
好地方长好东西，崇明农产品一直受

到市民青睐，曾经有大桥刚通时在菜场里
的崇明菜被买光，而当地人去买菜惊讶地
发现：菜被卖完了。一时之畅快，解决不了
日子长久的销售问题。小而少一直是崇明
合作社的特征，崇明绿联会会长顾圣群告
诉记者：“一家合作社往往是十家八家农户
自发合作，自产自销，总共也就一两百亩
地，且以粮食为主，特色农产品较少，更别
提形成品牌了。”
农户、合作社各自为政，限制了种植的

规模化、产业化，导致市民在市区“只闻其
声，不见其‘菜’”。作为合作社的“管家”，绿
联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困局，不仅指导大
家根据“订单”种菜，壮大产业规模，还打通
了在市区的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省去了自
销的麻烦。

去年崇明合作社还开始组团出击，在

绿联会指导下，'家合作社成立合作联社，
生产的大米统一以“崇明岛”为品牌，在市
区 &$$多家门店销售，改变了过去十多个
品牌大米无序竞争、良莠不齐的局面。除大
米之外，崇明柑橘、清水蟹等，也都成立了
合作联社的机制。
绿联会成立 '年来，会员单位已发展

到 %&(家，涵盖崇明县内粮食、畜牧、水产、
蔬菜、水果等产业中的骨干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农业企业，成为生产与市场、农民与市
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努力解决)农户卖菜
难，门店缺货源)的矛盾，致富农民，实惠市
民。随着会员递增，可调配的农产品数量逐
渐上升，绿联会对“门槛”也没有放低要求，
顾圣群说，“今后农产品包装上除了标出生
产基地、合作社等信息，还要有食品许可
*+认证和二维码。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市
民可以追溯到源头进行维权。”
本报记者 朱全弟 特约通讯员 龚媛媛

绿联会:合作社的“大管家”
! 崇明西沙一道独特的风景 种楠 摄

本报记者 朱全弟 特约通讯员 龚媛媛

三年空气上海最佳
过去三年，崇明 ,-&.'平均值仅 /'，可以

说是全市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之一。从 &$$0年
起，环保部门在崇明设置了四个空气监测站点，
分别设置在绿华镇、南门、东平森林公园和东
滩。

崇明又数东滩空气质量最好，数据显示，
,-&.'从东向西逐步升高，绿华镇 ,-&.'指数
最高，东滩最低。东滩凭海临风，风力较大，带来
了海上的干净气流，受内陆影响比较小。除了地
理位置较佳、风速风向关系外，东滩湿地在净化
空气质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近十年来，崇明

坚持“生态立岛，绿色发展”，特别是《崇明生态
岛建设纲要》发布以来，围绕“水、土、林”重点做
好河道整治、污水处理、公益林建设、设施菜田、
环境监测等基础建设，显著提升了生态环境质
量。

林———十年建成“绿色之肺”
自 &$$/年以来，崇明坚持建设生态公益

林，十年间建设生态公益林 %&.00万亩。生态公
益林是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社会
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
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林木、林地，在水
源涵养、净化大气、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绿色之肺”的美誉。加之原
有林地，使得三岛森林覆盖率达 &$.'1，成为名
副其实的“绿色崇明”。

水———年内启用东风西沙水库
上海市规划的四大水源地为黄浦江上游、

长江陈行水库、长江青草沙水库、长江东风西沙
水库。其中，青草沙和东风西沙两大水源地都在
崇明。
东风西沙位于崇明岛西南部，与崇明本岛

夹水相望，面积接近 2$$$亩，设计库容近 %$$$

万立方米。东风西沙水库有望在今年建成，年内
启用，彻底解决崇明岛居民长期以来守着长江
却无优质饮用水的历史难题。青草沙水源地位
于长兴岛以北、长江口江心部位，总面积近 3$

平方公里，设计有效库容 (./'亿立方米，日供
水规模 3%0万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河
口江心水库。青草沙水源地不受陆域排污的干
扰，水体水质属于一类至二类。水量丰富、水质
优良，是上海市优质水源地和城市供水的战略
储备。&$%$年 %&月青草沙原水供水切换启动，
成为 %$$$万上海市民的饮水来源。

土———更洁净更肥沃
作为农业大县，种植绿肥成为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的一剂良方。何谓绿肥？即用作肥料的绿
色植物体，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农作物的品
质，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减少化肥对土壤和水源
的污染。
从 &$$2年起，崇明全县就陆续开始种植绿

肥，&$$0年至 &$%&年间，绿肥种植面积稳定在
%$万亩左右。&$%/年全县绿肥种植面积达到
&/.%2万亩，主要以蚕豆、紫云英、草头三个品种
作为绿肥还田，绿肥翻压入土后，土壤速效氮、
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和腐殖质的含量都有大
幅度的提高，能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

种绿肥的另一大好处是为夏收剔除“尾
巴”。往年一到麦子收割季节，焚烧秸秆成了一
项“顽疾”，虽然近些年政府出台相关补贴政策
回收秸秆、减少焚烧，但依旧屡禁不止。刚收割
的秸秆尚未干透，经不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碳氢化合物及烟尘，对空气
环境造成很大污染。绿肥直接翻入土地，既
“肥”了田，又可有效杜绝秸秆焚烧现象，可谓一
举两得。

崇明生态岛建设新一轮（&$%/—&$%'年）
三年行动计划去年已经启动实施，此轮建设仍
然坚持“生态优先、环境优先”的原则，继续围绕
“水、土、林”重点，实施建设项目 %//个，总投资
&20亿元。今年，将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生活
垃圾和固废危废焚烧填埋处理系统，开工建设
陈家镇、城桥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
积极推进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用中心建
设。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一步降低化肥、
农药使用强度，种植绿肥 &%.2万亩，秸秆机械
化还田 &$万亩次。同时，完善生态建设长效管
理机制，健全污染减排监测、统计、考核体系，加
快生态环境预警监测评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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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篇

一县拥有 两大水源地 上海独有 崇明之大美
崇明，是上海之最，她没有流光溢彩的华贵，却有淡定素雅

的魅力，吸引着市民乃至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脚步。他们见证
了崇明生态建设的不凡业绩。今天，我们同样用质朴无华的文字
甚至是简约的数字，向本报广大读者朋友展示崇明之大美，未来
之潜力。

! ! ! !去年岁末的全国农副产品新春大联展上，
“生态崇明”展位火了，火到什么程度？明珠湖猪
肉、假日岛草莓、欣元肉制品一上架便被抢购一
空，连并不出名的“臭豆腐”都“臭”名远扬，创下
了 %小时销售 %$$多斤的纪录。为期 (天的展
会上，“生态崇明”' 个展位销售额达 #$ 多万
元。
越来越多市民将“崇明货”列入年货必备清

单，崇明糕、崇明老白酒、崇明白山羊，老鸭家户
鸡，少了哪样都不行。大妈大爷拖着小推车乘着
申崇线到崇明买，姑娘小伙走进家门口的“生态
崇明”农产品专卖店，或者动动拇指，崇明年货
网上订微信订。
“崇明年货”的抢购热潮背后，是市民对崇

明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品质的认可。据悉，通过生
态建设，目前崇明的农田化肥使用强度已降至
/'$公斤4公顷，全县主要农产品已获得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 ((&个、绿色农产品认证 #(个、有
机农产品认证 &&%个。
随着崇明农业的发展模式由传统型向高效

生态型转变，崇明农产品营销体系逐步优化，

&$%/年 '月，崇明县成立了崇明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由统一平台负责崇明生态农产品的
营销。跑 %$$多公里都未必觅得到的崇明菜，已
悄然出现在市区街头巷尾，橙绿色相间的“生态
崇明”专卖店越来越多。
一棵青菜，冬天的经霜一打，吃起来的味道

甜糯可口，为市民所喜爱。在崇明生态农业公司
铜仁路上的旗舰店，开张首日，记者在现场就发
现，众多顾客对刚刚从崇明田里收获的青菜情
有独钟，销量也是非常喜人。崇明白山羊、金瓜、
白扁豆、崇明糕大受欢迎，甚至在去年底全国农
产品展销会上大“秀”一把的臭豆腐，也在这里
“复制”，颇具人气。一位顾客说：“现在好了，不
用乘申崇线去崇明啦，农副产品统统在家门口
搞定！”
现在，崇明县在上海市区共开设生态农产

品专卖店（柜）/$'家。农产品物流配送堡镇分
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今年将新增市区农产品专
卖店 &$$家，下一步还将积极通过电子商务等
营销模式发展新型订单农业，让上海市民共享
崇明生态岛建设成果。

"崇明年货#是上海市民"碗里$的好东西

! ! ! ! &$%/年 %%月，一年一度的全国农产品展销
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新建的展馆靠近郊区，气派不
凡。上海的展区在“深一度”的里面。但是偏远难掩
“华贵”。记者在展馆里遇到农口系统的许多熟人。
当看见上海市崇明绿色食品产销联合会会长顾圣
群时，他正专注于崇明欣元食品有限公司的展位，
记者以前没有听说过，也好奇地凑上去看，东西不
错，包装也自有风格。及至老顾介绍“欣元”老总
时，也是陌生的，但是记者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讷
于言而敏于行的人，老实憨厚的外表，自有坚忍不
拔的性格。

果然，&$%/年 %&月 &2日，中央驻沪和上海
媒体看崇明农业，崇明把一个落脚点放在“欣元”，
可见企业信得过，其实老总也不错———
“欣元”的肉制品刚出来时，别说外面人不知

道，就连崇明岛上也有很多人没听说过。可就是这
“名不见经传”的火腿、香肠，荣获 &$%&年“上海名
优食品”称号，打进了上海及华东地区大润发、欧
尚、沃尔玛等八大卖场，/$$多家门店，并在华东
地区 &$多个大中城市建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掌
门人”茅新元 #岁时就是“养猪达人”，如今他经营
的上海欣元食品有限公司已从一个小作坊成长为
一个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茅新元与众不同。#岁，正该是与伙伴们成群

结对玩耍的时光，茅新元却爱上了养猪，常常在猪
圈外徘徊，看猪仔吃食、睡觉，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长大之后，茅新元从饲养管理、疾病预防等各方面
进行钻研，并阅读大量相关书籍，研究如何养猪。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凡是经茅新元“照料”的

猪，每只都长得膘肥体壮。这可羡慕“坏”了周边农
民。因为在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猪，却没有一家能像
茅新元那样把猪养得这么健壮。
有一次，一位村民邀请茅新元到家里来为他

家的猪“看病”。在他的细心观察下，终于找到了病
因———饲料有问题。由于村民们缺少文化知识，简
单认为只要给猪吃点水葫芦等杂草就好，却不知
饲料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蛔虫，这导致猪长不大、
长不壮。于是，茅新元就给猪仔们“抓药”———喂晶
体敌百虫。几天不到，猪渐渐开始“发福”，且长势
越来越好，这下可把村民给乐坏了。自此，茅新元
成了周边农户心中的“养猪达人”。农户们说：“只
要猪一张嘴、一哼哼，茅新元就能知道这只猪健康
不健康、有没有疾病。”

%03(年，茅新元高中毕业，在当时的生产队
里干起了老本行———养猪。多年的养殖经验，让他
成了全公社间的养猪“名人”。上一个世纪 0$年
代，改革开放东风劲吹，茅新元看到了这个机遇，
%00/年创办了食品企业，从家里办作坊开始，请
来上海肉类总厂的师傅为工厂制作香肠、火腿等
产品，开始尝试食品加工，下海经商。

茅新元的生意越做越大。&$%&年，企业调整
了战略，茅新元从上海第一家商超———易初莲花
入手，其间，又碰到了高额的进场费等问题。但茅
新元闯过了这一关，如今，茅新元的产品顺利进入
了华东地区 &$多个大中城市。

从养猪到超市，茅新元为崇明农业创造了一
个现实版的神奇故事。

本报记者 朱全弟 通讯员 石思嫣

茅新元：从小爱养猪终成大事业

崇明生态农产品诚信经营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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