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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道生更多视频

! ! ! !随着数台挖掘机隆隆启动，近
日，青浦区华新镇的违法建筑在大
型机械的轰鸣声中被推倒，!个重
点整治区块共计 "#余万平方米，仅
仅新谊村就拆除违建超过 $%万平
方米，这样的力度以往并不多见。
“由此可见我们打赢‘五违四

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的决
心”，华新镇相关负责人透露，如此
大面积拆违，从通知到落实只用了
约一个月的时间。

拆违工作难度大，如此难啃的
骨头，是如何快速啃下来的？
“对涉违企业，我们一家一家

谈，一企一档建立资料库，一企一

方案为企业找出路，才能最终取得
理解。”嵩山村的 &'后村支书冯爱
华说。
当天，嵩山村共有两个地块共计

(($!)平方米的违建拆除，涉及约 %'

家企业，主要从事五金加工、展览展
示、木制品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

办了十几年的企业一下子要
被夷为平地，让这些涉违企业主从
“想不通”到“想得通”，并不简单。

原来，华新镇生态办和相关村，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多次召集所有涉
及企业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通过前
期开展的企业调查摸底，与租赁经
营户沟通约谈，开展相关政策宣传，

发放告知书，分析利弊关系。并开展
企业集中签约，落实每户企业的腾
空、拆违时间，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有
序。(月中旬，重点地块的涉违企业
均已签订搬迁协议并腾空搬离。

记者了解到，这些违法建筑拆
除后，华新镇将启动村庄规划，遵
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原则，建
设宜居的新农村。

华新镇今年锁定违法建筑拆
除量达 ""'万平方米，是青浦区拆
违任务量最大的镇，占全区拆违任
务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截至目前，
华新镇已经累计拆除违章建筑突
破 $''万平方米。本报记者 程绩

事新郊区

! ! ! !闵行区浦江镇召稼楼古镇五
一节开通到浦江玫瑰园的摆渡车。
每逢节日召稼楼古镇人满为患，游
客拥挤，街道堵塞，为了错峰和让
市民看到闵行区浦江镇的现代花
卉业，在召稼楼古镇牌楼东侧的停
车场（苏召路东侧、沈杜公路南侧）

首次开设古镇到浦江玫瑰园的摆
渡车，节日内每天上午 *：%'分至
$!：%'分有专车摆渡。浦江玫瑰园
推出了门票优惠措施。市民可就近
赏花、观湖、踏青、交友。园内有鲜
艳的玫瑰，可泛舟湖上，享受荡漾
湖中的情调，体验在大草坪上放飞
风筝的乐趣，可到园内的红娘圈交
友，少年儿童认识草制动物等一系
列内容。

! ! ! !从垃圾随意丢弃，到保洁员定
期上门收集垃圾，再到垃圾干湿分
类集中回收利用，在浦东新区书院
镇塘北村，垃圾得到的“待遇”越来
越高，而环境则变得越来越美。几
天前，上海市首批“美丽乡村”示范
点之一的塘北村又有了新鲜事，村
民志愿者们穿上红色马甲，一起尝
试用湿垃圾回收处理后产生的酵
素制作香皂，再将收集起来的湿垃
圾和秸秆等“投喂”进垃圾制肥机
的肚子里，看它们摇身一变，化身
为肥料等再从出口“吐出”。作为上
海农村地区第一个实行垃圾干湿
分类处理的村庄，塘北的这桩新鲜
事让农民们看得很新奇，村委会干
部深入浅出描绘的前景也让他们
很期待。
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垃圾增量

不仅是市区面临的难题，在农村也
同样存在，而且，农村还有一个普遍
存在的个性问题，这就是农业种植

产生的秸秆等农业垃圾。在未对秸
秆进行回收处理之前，秸秆只能通
过焚烧解决，这会污染空气，早已被
禁止。不能烧，只能堆放在田里，有
的村庄已经为此闲置了六七亩甚至
更多土地。堆放秸秆不仅占用农田，
腐烂后又会影响地下水质，威胁周
围鱼苗、虾苗的生存。有一些地方尝
试通过拖拉机打碎秸秆后还田，也
因为不能彻底粉碎，影响了农业种
植。因此，秸秆处置已经成为一个农
村普遍存在的难题。

湿垃圾同样会带来许多烦恼。
虽然邻镇就有上海市最大规模的
垃圾处理场，但是，塘北村希望能
从我做起，就地“消灭”湿垃圾，最
大程度地保护环境，让美丽乡村的
含金量更足。

从去年 *月开始，塘北村带头
启动垃圾分类试点。今年，垃圾分
类相继列入书院镇政府实事工程
和塘北村重点惠民工作年度计划

中，几天前，%''平方米的湿垃圾处
理站和秸秆粉碎机也正式建成投入
使用。据支部书记刘芹弟介绍，+月
$日起，塘北村将进行三个月的垃圾
分类达标户全覆盖工作，通过挂牌
表彰先进等方式，促进全村村民都
能配合进行干湿垃圾分类回收。

统一回收后的湿垃圾将进入
湿垃圾处理站，投入两台垃圾制肥
机中。通过生物降解处理，湿垃圾
将成为肥料，无偿提供给村民使
用。这几天，首批制作完成的肥料
已经在村里开始了水稻育苗试验，
试验证明其育苗成功率后，可在全
村推广。同时，秸秆也将在彻底粉
碎后，铺于绿化带表面，抑制杂草
生长，让它发挥有益作用。如今，塘
北村正在积极打造美丽乡村的“水
文化”，有了干湿垃圾分类和秸秆
粉碎这两大新举措，水清岸绿的田
园风光也更加分了。

本报记者 孙云

紫藤架下的
中日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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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
月花期正盛，嘉定紫藤园游客如织，
花穗成串儿悬垂而下，似花瀑般在眼
前倾泻，随风摇曳送香，游人宛若置
身紫色花海。人潮与花潮间，一位西
装笔挺的银发老者漫步前行，时而环
顾，时而凝望，满目深情就像看着自
己的孩子，他就 &+岁的“嘉定紫藤园
之父”藤本道生。
名字取自《论语》“本立而道生”，藤

本道生对中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
而他的家乡冈山县和气町，诞生了日本
名臣和气清麻吕，这位 $)''余年前的
政治家，曾资助最澄、空海等遣唐使来
华学习，留下一段佳话。不仅热爱中国
历史文化，藤本道生对上海也有特殊感
情：“家乡一位长辈曾在上海经商，回日
本后经常讲起这段美好时光，怀念那群
上海朋友，使我从小心生向往。”

上世纪 &'年代，中日民间交流
活跃，时任和气町町长的藤本道生提
议，在中国选择一地长期交好，最终
定在民风淳朴、交通便利的上海嘉
定。$**,年，为纪念两地开展友好交
往十周年，藤本道生从和气町紫藤公
园中精选花穗长、花色美的品种，嫁
接培育了 %' 余种、$)' 余株紫藤幼
苗，亲自栽种在嘉定城南古城河畔。
“美国华盛顿波多马克河畔的樱花，
成为日美友好的象征，如果上海嘉定
的紫藤可以成为日中友好的象征，那
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年，嘉定紫藤园正式开园，
)'')年，,'岁的藤本道生卸任町长，
然而情谊从未中断。几乎每年，他都会
自费前来嘉定，亲手整枝修条，传授养
护要点：与樱花不同，紫藤需要精心打
理，如果过于枝繁叶茂，就会遮挡花蕾
光照，影响来年花开。有时，他只是在
上海转机，也会特地抽出时间来趟紫
藤园，看一看自己的这些“孩子”。
“见到上海市民这么喜欢与爱护

紫藤，对我而言真是幸福与感激，所
以更要尽我所能，让紫藤花每年都能
盛开，让大家每年都能欣赏，让这座
公园永远成为嘉定居民的心中最
爱。”今年已经 &+岁，藤本道生坦言
不知还能坚持多久，他迫切希望嘉定
成立一支专业的紫藤养护队伍，将技
艺与经验倾囊相授。今年 )月底，经
他推荐安排，嘉定紫藤园的三名技术
人员前往和气町学习。为了让中国员
工现场修剪、直观感受，藤本道生特
意叮嘱当地留下一些待修枝条，而通
常情况紫藤修剪在 $月底就结束了。

自 $*&, 年首次到访嘉定，%' 年
来仅是上海他就来过不下 ,' 次，中
国其他城市亦难以计数。藤本道生不
仅将日本长穗紫藤引入中国，还收集
过北京故宫、桂林七星公园、苏州留
园等地的中国短穗品种，带回日本嫁
接，以花为媒，促进中日交流交往。
“我喜欢中国，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我有一个心愿，身后将一半的骨
灰留在日本和气町，另一半留在嘉
定，留在紫藤园。”本报记者 范洁

新民网 陈炅玮 摄影报道

人达乡村

五一小长假期间，“新场文化
体验季”活动中的重头戏———新场古
镇首届文创集市正在古镇洪西街的
老宅院中热火朝天地举行。新场古镇
是浦东地区规模最大、历史建筑数量
保存最多、古迹遗址保存最完整的历
史文化风貌区，在这里，))个富有
“文创、乡创、田创”特色的“集市主”

带来了 %-打印的煎饼、上海非遗之
一的海派石雕作品、乡村文化衍生品
等有趣的文创产品。之后，“新场文化
体验季”还将陆续举办儿童朗诵古镇
诗词专场秀、市民摄影大赛、亲子国
学体验活动、茶艺课堂、手作体验、乡
创园艺体验等，让古镇走出一条“文
化.”的发展新路，变成最文雅、最休
闲、最具创意的都市休闲示范区和原
生文化体验区、创意工艺集聚区。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老宅院中秀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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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稼楼至玫瑰园开通摆渡车

伲农村人也要垃圾分类
!美丽乡村"建设

拆违还绿重塑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