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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大地

天气渐热，消暑佳品哪里找？
沪郊最好吃的西甜瓜上市啦

浦东
“瓜王”糖度赶上水蜜桃

! ! ! !端午来临，为了让更多的绿色食品
摆上市民餐桌，绿色有机农业产品青浦
“蛙稻米”今起正式入驻位于寸土寸金的
淮海路上的全国土特产商店。
产自青浦本地的蛙稻米，八年来秉

承着“健康、安全、营养”的经营原则，坚
持绿色生态的产业化道路。全国土特产
商店现场展示产品十余种，适合不同人
群，老少皆宜，顾客对于田间到舌尖的新
鲜口感赞不绝口。顾客纷纷表示，蛙稻米
是家乡的味道、“小辰光”的味道。（卿朴）

! ! ! ! !月底的练塘镇，满眼郁郁葱葱，田头
碧绿连天，又到了茭白丰收的季节。在练塘
镇卯淀村的千亩良田里，练塘茭农们正忙碌
着采收今年第一茬露天茭白。
种植大户沈连生今年种了 !""亩茭白，田

间地头，从早到晚都是茭农忙碌的身影，“今年
露天茭白的上市时间较往年推迟了半个月，来
自浙江和江苏的收购订单供不应求，田头收购
价也由去年的每公斤 #元涨到了 $元。”

练塘镇被誉为“华东茭白第一镇”，目
前，全镇每年种植茭白稳定在两万亩，年产
量接近八万吨，总产值接近两亿元。茭白产
业带动从业人员约 %&!万户，茭农的人均收
入已是全镇人均收入的 '&!倍。为了保证市
场供应，练塘镇还兴建了总容量达万吨级的

冷库为合作社和种植户存储茭白，可以保证
一年当中有十个月上海市民可以吃到新鲜
可口的练塘茭白。
茭白节是练塘“茭白季”的重头戏，每年

都会吸引数十万市民前往古镇，今年的茭白
节主题是“恋上·练塘”，日期为 !月 '$日至
("日，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田头价的新鲜茭
白，体验茭白采摘，茭白节还准备了很多文化
休闲体验项目，让市民体验初夏练塘翠绿的
生态风光。例如上海唯一一个全程森林氧吧
绿荫覆盖的绿色健康徒步活动，全程 %'公里
穿越万亩涵养林；在九洲涵养林草坪上进行
的“放飞爱心”风筝公益活动和“记忆练塘·非
遗大观”民俗文化展销等。

本报记者 程绩 社区版记者 王弘

! ! ! !修旧如旧，故里如故。日前，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泗泾古镇保护与更新利用启
动仪式举行。

在 %!&!'公顷的古镇风貌区内，拥有 !(

处历史建筑，著名史学家陶宗仪、明代书画家
范允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申报》创始
人史量才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曾留下足迹
……'"%)年，泗泾下塘被列为国家第六批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随即被列入上海市名镇名村
首批保护更新项目。

如何打造“回得去的古镇，留得住的乡
愁”？《泗泾下塘古镇保护与更新利用方案》以
不改变现状为原则，尊重历史，还原泗泾古镇
“三弓一箭”的历史文脉，重建河道历史风貌，
同时保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外观维持较
好的房屋，与老建筑组成完整的历史发展脉

络，充分尊重本地的人文历史。
点睛一笔是条由东往西跨度长达 '""米

的“烟雨长廊”，前人曾作诗赞其“三里长街店
铺多，廊棚户户对清波。歇凉避雨行方便，如画
风光佐小酌”，根据方案，长廊将被打通甚至延
长，保护性修复保持古色古香，从东至西连成
%公里长的景观。
目前，古镇保护实施方案已通过相关部门

及专家论证，居民动迁签约完成近三分之一。
在与上海交通大学古建筑保护专业力量的合
作下，“程氏、孙世林宅”等明清文物保护建筑
经立项批复，已进入施工阶段，张泾河等 $处
文物建筑也正在申报修缮立项。国家级非遗项
目《十锦戏锣鼓》作为上海本土民乐代表，将与
上海音乐学院开展深度合作。
市级非遗项目松江皮影戏、海派剪纸艺术

以及区级非遗项目泗泾面塑、广利粽子、阿六
汤团等民俗技艺，也将有效发展和传承。

社区版记者 郭爽 本报记者 范洁

事新郊区

! ! ! !舞起龙狮，荡起湖船，再听听悠扬秀美的大
场江南丝竹，赏赏激昂热烈的月浦锣鼓……宝
山少年儿童的这个“六一”过得别有风味。近日，
宝山区少年儿童“六一”欢乐周暨非遗进校园系
列活动在区少年宫展开。开幕式上，还对首批非
遗进校园传习点的 $所学校进行了授牌。
此次“六一”欢乐周互动体验分别以四大主

题板块同时进行，即赏“非遗”文化、炫“非遗”表
演、乐“非遗”课堂、竞“非遗”知识等。孩子们可以

将宝山区目前所有 ((个非遗项目尽收眼底；淞
南蛋雕、大场棕编、友谊剪纸、吴淞面塑等一批手
工技艺类的非遗项目也走进教室，让学生们在互
动体验中，了解了非遗知识、学习了传统技艺。
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全区共有 %!""余

名学生参与互动体验活动，为 '"%$年非遗进
校园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了解，今后，宝山区各非遗项目将陆续正式
进入学校课堂开展各类教学与指导工作，通过
不断创新载体和形式，对孩子们播下对非遗文
化热爱的“种子”，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本报记者 郭剑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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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在浦东农协会和浦东农业技术中心
举行的浦东新区“南汇 *)')西瓜”评优推优活
动上，新鲜出炉的 '"%$年度浦东“瓜王”让人眼
前一亮，其糖度高达 %(&!度，已接近南汇水蜜
桃的糖度。*#岁高龄的老专家王增评价说，因
为前期气候帮忙，今年浦东地区 *)')西瓜的综
合品质比去年更上一个台阶。
评比中，验瓜师从每家合作社选送的 %"只瓜

里挑选出最佳的一只，切开后，由 !名专家人工打
分，再结合测糖仪测定的数值，根据一定的权重比
例进行综合评分。打分的标准十分细致、严格。例
如，糖度达到 %%&!度为合格，每增加 "&!度加 "&!

分，但超过 %(&!度后就不再加分，避免合作社在
种植时过度追求甜味。王增总结说，他认为好的
*)')具备 !个主要特点：“瓜形匀称，瓜皮清晰，
条纹清爽，授粉良好和熟度到位。”具体来说，又包
括许多特点，例如瓜皮厚度不超过 %厘米，瓜籽 +

成以上是黑籽，肉质松脆，没有白筋、僵块，瓜蒂
小，瓜肉呈粉红或深粉红色等。只有同时具备所有
条件，才能代表 *)')的最高水平。
经过 '小时“盲评”的激烈角逐，最终，李氏

合作社、桃咏合作社和南汇瓜果公司选送的“参
赛者”摘得金奖。这三家也是金牌榜上的常客，其
中，李氏已连续三次摘金，南汇瓜果公司和桃咏
也分别获得过上届、上上届的金奖。巧合的是，它
们都加入了浦东农委“三品”战略推动下成立的
浦东 *)')西瓜品牌合作联社。联社负责人表示，
联社种植西瓜已达浦东全部西瓜面积的 %,!，所
有 '$家成员合作社均 %""-实行人工授粉、杜绝
药剂，施用有机肥料和饼肥，因此，整体品质较
高，实现了“最优品种、最好品质、最响品牌”的
“三品”初衷，不仅提高农民收入，更让市民吃到
了安全可口的 *)')西瓜。 本报记者 孙云

! ! ! !这个周末，金山西甜瓜节将拉开帷幕，一
直持续到 #月 ("日。在此期间，在长宁、普陀、
黄浦等区的 %)个门店，可以现场采购到产地
直送的“金山小皇冠”西瓜、“珠丰”甜瓜、“多利
升”西瓜、“亭林”雪瓜这“金山四大名瓜”。
今年，金山西甜瓜种植面积共计 )+!"亩，

其中西瓜面积 ()!"亩，甜瓜面积 %!""亩。品
牌基地采用无公害的绿色栽培模式，不断更新

种植技术。以“小皇冠”西瓜为例，今年使用多
层覆膜技术，第一批在 )月底就上市，通过增
施有机肥及生物有益菌，达到“甜度正好”，近
期“小皇冠”西瓜的品质已达到最佳状态。
甜瓜方面，“亭林”雪瓜是亭林地区独有

农家甜瓜品种，获誉上海郊区“四大名瓜”之
一。'"%(年区农技中心与亭林镇将“亭林”雪
瓜作为农业重点开发项目，建立生产基地开

展品种改良，'"%!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证书。
此外，金山品牌西甜瓜基地建立“二维

码”质量可追溯体系，消费者通过手机扫码，
可查询生产基地情况、溯源总览、种植信息、
质量管理、包装加工和运输销售等六个方面
的详细信息。西甜瓜示范基地和示范种植户
都对种子、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情况建有田间
档案、生产记录，确保市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本报记者 范洁

! ! !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第二届
上海华亭哈密瓜采摘文化节于嘉定区华亭哈
密瓜主题公园开幕。
嘉定与哈密瓜的结缘很早，'""'年从新疆

引种雪里红、仙果等哈密瓜品种，并于 '""$年
成立嘉定区哈密瓜研究所。嘉定区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专家介绍，为筛选种植适合本地、
抗性强、品质好的果品，嘉定近年逐步培育与

创新，自主研发华蜜 "!'#、华蜜 %""%等品种。
华亭哈密瓜主题公园是华东地区唯一以

哈密瓜为主题的农业生态园，拥有单栋大棚
'""个，连栋大棚 )"个，均配置现代化的滴灌
和喷灌系统，哈密瓜一年种植两茬、采摘两季，
与普通种植户不同，主题公园采用一蔓一瓜、
立体栽培、蜜蜂授粉的方式，瓜果纯天然、原生
态、更绿色，曾获评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本届采摘文化节以“生态华亭·甜蜜相
约”为主题，推出为期 $"天的欢乐采摘、田园
有戏、醉美瓜果摄影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品
味“舌尖上的甜蜜”。开幕当天，来自全国的西
甜瓜种植专家、企业、种植户等，参加 '"%$都
市型西甜瓜产业技术互动论坛，共话技术突
破和产业发展。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是农业大
镇华亭的特色，“华亭镇农业旅游绿色联盟”
和“华亭镇农业科创中心”也在同日揭牌。

本报记者 范洁

宝山：非遗进校园 传统再传承

泗泾古镇保护与更新利用项目启动

青浦有机米
走上淮海路

茭白节来练塘吃“头茬茭白”

节美食田园

金山 “四大名瓜”沁人心脾

嘉定 “华蜜”上市甜蜜相约

美 乡村丽

水天清话、冰瓜沏茶，伴随气温逐渐上升，入口冰
雪留香的瓜果最是沁人心脾。近日，沪郊西甜瓜陆续成
熟，甜蜜上市。今年的西甜瓜不仅品质更好，种植过程
中还建立了田间档案，确保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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