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
日前，以“人文美·修身行·邻里情·
家园梦”为主题的市民“修身行动”
在莘庄工业区得丘礼享谷邻里中
心启动。“修齐讲堂”也于当天同步
亮相。

莘庄工业区“书法进万家”活
动是得丘礼享谷邻里中心在充分
调研园区需求后开发的 !"#$ 年
首个公共文化公益项目，旨在把
有品质、有内涵的书法作品送进
园区“大家小家”的同时，也让传
统艺术韵味和精神文化素养在园
区企业和社区间流通。当天，来自
工业区的书法爱好者、企业、文明
家庭、美丽楼道的代表也获赠了
“书法进万家”活动送出的首批书
法作品。
著名散文家、诗人赵丽宏以题

为《中国人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的
讲座，开启了工业区“修齐讲堂”首
讲。此后，还举行了“%&知味———
礼仪嘉年华”的首场体验活动，百
余位居民在用餐的同时欣赏艺术、
感受文化，体验“舌尖上的文化”。
莘庄工业区负责人表示，今年

是闵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冲刺之
年，为实现“德厚闵行、文进万家”的
总目标，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主

城区，工业区对标全国文明城区标
准，深入开展市民修身教育，努力建
设社区睦邻文化。!&#$年莘庄工业
区市民修身行动启动后，年内陆续
推出家风家教家规、道德礼仪修养、
书法摄影绘画、文学戏剧表演、民俗
手艺制作等五大门类 #%个活动项
目的公益文化大餐。
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世

军，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一闻，上海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
社社长、莘庄工业区文化顾问赵丽
宏，闵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奕，
莘庄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副主任张珺等出席当天活动。

通讯员 孙元元 文
张泽天 摄影报道

! ! ! !进入 '月，可以尝鲜的时令河
鲜多起来了。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鲜嫩肥美的河蚌已经出现在菜市
场的水产摊位上。小龙虾、鲥鱼也
将在本月陆续上市。

俗话说，“三月螺蛳四月蚌”，
河蚌的鲜嫩肥美比起螺蛳有过之

而无不及。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滋
养，此时的河蚌肉肥味美，无论营
养还是口感都是上佳。在虹口区邯
郸路上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已经有
摊位出售河蚌，每斤售价 (元。

除了河蚌之外，小龙虾目前也
已零星上市。不过批量上市还要到
本月下旬，目前菜市场尚不见小龙
虾的踪影。此外，作为江鲜之一的
鲥鱼，也有望在本月上市。 施文

!美丽乡村"建设
! ! ! !沿河违法搭建鸡鸭棚、居民生
活污水直排入河……在上海市郊，
河道黑臭源于日积月累的不良习
惯，改善水质也并非一日之功。近
日，金山区枫泾镇引进食藻虫生物
净水技术，在中洪村杨进浜河道试
点，促进水质自我净化，构建“水下
森林”生态系统。

为消除杨进浜河道黑臭现象，
枫泾镇于去年底启动专项生态修
复，不仅拆除违建、疏浚河道、木桩
护岸，还引进了食藻虫生物净水技
术，这项综合技术的关键在于“一虫

一草”，“虫”是投放的食藻虫，用以
吃藻控藻，“草”则是苦草等沉水植
物，用以吸附分解污染物、增加水含
氧量。
“这是一个包括虾类、鱼类、贝

类、虫类、藻类的全新的水生态
链，通过虫控藻、鱼食虫等形成食
物链，达到改善河道环境、提升水
质的目标。”枫泾镇水务站站长闻
建光介绍，在生态系统修复基础
上，工作人员还设计了多套循环和
推流曝气系统，加强水体整体循环
流动。
这并非食藻虫技术在枫泾的首

次应用。此前，枫泾镇水务站曾与上
海海洋大学合作，利用该技术成功

改善当时镇域内的另一条黑臭河道
“地园新村河”，目前该河水质保持
良好，也证明了生物技术恢复水生
态的稳定性。
“经过生态修复后的杨进浜，将

成为枫泾镇的一条生态样板河道。”
在闻建光看来，食藻虫技术在杨进浜
的应用，为将其推广到枫泾镇体量更
大、流动性更强的水体提供经验。由
于“食藻虫)水下森林”体系在未遭受
新的水源污染时，可以长时间保持生
态平衡，但一旦污水排入、平衡打破，
成效便下降。“相信通过探索，突破这
一瓶颈后，枫泾古镇整体环境将迎
来质的飞跃。”
本报记者 范洁 通讯员 冯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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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明假期如果你“堵”在路上，
没来得及欣赏上海郊野美景，不用
担心，浦东万亩桃海依然痴心一片，
等待一段与你“十里桃花，三生三
世”的邂逅。特别是其中两处免票的
王厅桃海和瞿家桥桃海，不仅是浦
东面积最大的连片桃海，而且是天
然去雕饰的原生态桃林。#!&&亩桃
园里不见摩肩接踵，不闻车水马龙，
游人更能静下心来体会灼灼其华的
桃花之美。近日，记者来此实地探访
时，正巧遇见桃农王师傅正一个人

静静地给桃花“碰花”授粉，他说，再
过三个月，上海最著名的大团蜜露
水蜜桃就要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啦！

上海桃花节举办至今已是第
!$年，每一年，桃花不变，看点却都
在变。当年的“桃花仙子”至今记得，
南汇地区最初举办桃花节时，几辆
大巴从市区接来贵宾，往返于景区
中，没有卫生间，“仙子”还要跳下
车，找路边农舍帮忙，给车上的嘉宾
“救急”。

!$年后的今天，不仅设施早已
鸟枪换炮，景区也更具特色和创意。
历史悠久的几大传统景区变得更年
轻了。大团桃园有萌宠嘉年华，南汇

桃花村新建四大音乐喷泉，新场桃
源邀来旗袍秀、办起相亲会，滨海世
外桃源联手浦东众多特色小吃，让
游客“捧腹”而归。据统计，仅清明三
天假期，各大桃园景点接待游客总
数和营业总收入同比都翻了一番，
分别达到 #(*+# 万人和 $%,*$! 万
元。
近两年，浦东还开发出了几个

别具特色的新景区。!&-%年，在当
地人俗称“野猫坟”的大团镇果园村
西北角，$&& 亩连片桃海犹如沧海
遗珠被意外发现，成为一片难能可
贵的桃文化旅游资源，这里也从此
有了一个美丽的新名字：“王厅桃

海”。为了把浦东最大面积的这一连
片桃海打造成乡村旅游休闲的新亮
点，大团镇政府和村党支部下大力
气，仅是将原先泥泞的乡间小路翻
新成水泥路一项，就投资 '&&万元。
环河塑胶跑道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让桃农有了健身小路，更让市
民游客充满兴致地展开了几次花间
健行之旅。之后，果园村又在相距不
远处寻找到面积达 %&&亩的瞿家桥
桃海，同样以原生态的桃林风貌迎
接游客。!&-%年就曾探访王厅桃海
的记者亲身体会到，两年来，村容村
貌大不相同，果园村的“党支部.农
户”模式不仅打造了“申凤桃业”这

样的上海市著名商标，也让桃海成
为桃农增收的第二块金字招牌。
充满创意的桃花节不仅邀请游

客赏花踏青接地气，今年还突破了
新“高度”。在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
一场“云间桃花源”特展别开生面。
不仅有插画艺术家和摄影家联手制
作的桃花节系列作品，还有 /0技
术用动画故事讲述桃林的前世今
生，“星空桃源”则重现了上海百年
前的浩瀚星空，带领游客在无垠夜
幕下体味心中的桃花源……这些充
满科技感的元素都令 !$岁的桃花
节更加年轻有活力。
本报记者 孙云 摄影报道

红粉金黄缀郊野 桃海笑迎八方客
游周末

! ! ! !奉贤区奉城镇周宝才老人的生
活非常简单。除了在家里刻纸外，每
周他都会抽出三天时间，去奉城镇塘
外中学、头桥小学、奉城成校和奉城
“阳光之家”，给孩子们上一堂免费的
刻纸课。当然，他这么做的原因很简
单：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领略到刻纸
这一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岁就喜欢手工，!&多岁开始
自学刻纸，退休后更是潜心钻研，刻
纸早已是周宝才生命中不能分割的
一部分。他把报刊上看到的图片，改
用刻纸的方式再现，人物头发、衣服
褶皱，细细的柳叶、湖水的波纹，刻
画地惟妙惟肖。随着他在奉贤区里
越来越有名，很多人慕名而来托他
“出手”，或代表奉贤参展，或作为礼
品相赠。

!&-&年，塘外小学邀请周宝才
担任学校纸艺兴趣班的老师，他欣
然答应。就这样，每周五清晨 ,1

(&，,(岁的周宝才就从南桥乘车到
塘外，把自己喜爱的刻纸艺术送进

课堂。每回上课，都会反复提醒学生
们“握刀要正、下刀要顺、运刀要
均”，“这是我这么多年摸索总结出
来的技巧，管用！”周宝才说。因为教
得用心，!&-'年学校决定将这个特
色课在 !年级以上班级全面推开，
周宝才由每周 -节课增到 ,节课。
逐渐，周宝才这个“不要钱的老师”
在奉城地区传开了。
事实上，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周宝才不仅只是无偿
教书。早在 !&-(年，他就花了几个

月时间，刻出“二十四孝”图，传播
“孝文化”。随后，他又相继刻出中国
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西游记》《水
浒传》中的经典人物，为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出力。今年，他又“闭
关”了，正在刻《三国演义》经典人物，
预计 2月前全部完成。为了这些作
品，周宝花去了自己大半退休金，可
当看到人们争相欣赏传统艺术的魅
力时，周宝才就觉得自己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摄影报道

周宝才：“非遗课”让孩子爱上老手艺 “修身行动”走进莘庄工业区

“一虫一草”复活“水下森林”

河蚌“领鲜”四月鲜

! 赵丽宏首讲!修齐讲堂"

! 周宝才展示纸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