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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 沧海化为桑田

! ! ! !记者走进东平森林公园的时候，正是严寒时
节。虽然见不到五彩斑斓的花海或是满地金黄的
廊道，但光是百万余株水杉坠着霜露、在寒风中
肃立挺拔的身姿，就已构成了足够别致的冬景。
氧气本无味，但在这里，饱含植被芬芳的新鲜空
气涤荡胸肺。
这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森林公园，森林覆盖

率达 !"#，目前占地面积 $%""亩，另有 $"""亩
新园即将扩建。东平镇的这个名字，便是从东平
森林公园的前身“东平林场”而来。
在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生态始终是不变的

底色；而对于以世界级生态岛为目标的崇明而
言，更是重中之重。根据规划，崇北地区将依托东
平森林公园及北部农场，发展成为生态旅游示范
区。特色小镇核心区域的选址，就紧挨东平森林
公园的扩建区。
吴磊介绍，未来这里将依托森林公园，以及国

际花卉博览会、全球花卉交易中心等引进项目，塑
造东平镇的门户景观，激活农垦文化的多元嫁接。
“上海崇明森林旅游节”“菜花节”“薰衣草节”等生
态休闲节庆活动，也将在此举办，届时，游客可进
一步体验与健康休闲多元结合的生态文化。

除了拥有壮阔的森林资源外，近年来，东平
镇还着力打造精致的生态景观廊道。
梅花，是东平的特色树种。在北沿公路等主

要道路沿线、新河港等主要河流沿线，以及环境
综合整治区域，已经累计种植 &""多亩梅花生态
景观廊道。漫步“梅廊”，小桥流水穿插其间，还错
落着数座古风凉亭可供驻足。寒冬腊月，新种下
的梅树不甘寂寞，几朵鲜艳的红梅已吐露芬芳。
梅花生态景观廊道不仅串联起了中国元素、

江南韵味、海岛特色，还有特殊的雨洪管理功能。
它的升级版叫做“雨水花园”：在低洼地设置植被
土壤软质空间，通过铺设砾石层、砂石层和种植
土壤层等创造微地形，汇集地表径流，栽种湿生
陆生植物———水位高时，雨水花园是一个植物丰
富的水塘；水位低时，就是旱溪。
“目前我们还通过过滤、沉淀、曝气、植物修

复、微生物修复等方式，改善廊道内水环境质量，
希望实现‘出水水质优于进水水质’的目标。”据吴
磊介绍，东平镇已在长江 '(连、前进畜牧二场和
前进别墅小区等廊道建设地块，试点建设廊道升
级版，后续将向全镇域推广。相信不用多久，“水映
梅花分外红”也将成为生态东平的一张新名片。

! ! ! !说到崇明，不得不提它丰富的农业资源。清水
蟹、大米、柑橘等特色农产品已是响当当的品牌，
混合着米香枣香的崇明糕香甜可口，甘冽浓郁的
老白酒惹人垂涎。
东平镇由原市属 %个国营农场组成，历来为

农场管辖，现在都归光明食品集团所有。作为上海
人民重要的“菜篮子”基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
也自然成为了东平产业发展的显著特色。

据光明东平特色小镇筹备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东平镇拥有 )万亩森林资源、*万亩设施良
田、)万亩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还有千亩鱼塘、
百亩猪场等，是崇明岛最大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生产基地，已具备了发展现代农业、文化产业以及
一三产业联动的基础优势。
那么，如何结合特色小镇发展，进一步形成区

域内的产镇融合？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现有
的设想，将在小镇核心区域划分出产业、服务、教
育等功能区。”
据介绍，在产业功能方面，将聚焦现代都市农业

和食品业发展，打造国际食品集创中心、农业科创
中心、营养健康中心和相关配套服务中心，建设规
划一流、功能健全、布局合理、产业先进的特色食
品小镇，成为引领食品前沿产业的世界级食品集

创区。同时，还将通过互动体验产业吸引更多市
民游客。例如，目前已对外开放的上海奶牛科普
馆，今后将建成观光牧场，供参观体验。在服务
功能方面，小镇将配套森林公园等项目，打造国际
品质的休闲配套区。在教育功能方面，将引入研
发、科创等食品产业相关资源，提供人才孵化、配
套就业，通过“产学研”联动，真正把人才留住。
“未来的东平将以农场业态为基础，构建以

‘鲜活+乐活’为主题特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这
位负责人表示，在核心区域打造特色食品小镇的
同时，还将辐射带动周边相关产业，服务好崇明生
态岛建设。
“尽管与其他特色小镇相比，东平缺乏古镇历史

资源，更像一张白纸，但白纸上也更好做文章。”东平
镇党委书记吴磊表示，建好特色小镇需政企合力，
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引导工作，帮助企
业优化存量资产，为本地产业升级发展提供平台。

光明集团也专门成立了特色小镇开发公司，
相关规划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随着休闲
体验、农业科创、食品安全、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植
入，东平将进一步突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这
一资源禀赋，打造全国农垦系统中的璀璨明珠。
“活力东平”的未来，值得期待。

! ! ! !东平镇位于崇明本岛中北部! 镇域面积 !!"#$平方公

里!由原来东风"长江"前进"前哨四个国有农场组成!紧邻

华东地区最大的平原人造森林#$$%&级东平国家森林公

园和北湖! 与崇明海上森林花岛一期项目和光明田缘万亩

花海相呼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市区社会青年"知识青年!包

括当地的建设者!踏芦苇"睡工棚!围垦滩涂建场!发展农垦

事业& 到了七八十年代!农场除了农业生产外!还发展起了

工业企业!社会事业也在人口聚集中相继完善!农场小城镇

规划建设颇具特色&

随着农场经济转型!'())年以后! 大力发展现代生态

农业'特种水产业"有机食品业和观光休闲旅游业等!已成

为农场本土的(主角)& 由此!农场内部也试点政企分设!跨

农场社区应运而生& '))!年长江'前进 '个农场社区成立

(长江地区社区管理委员会)!此后经历 *次跨场合并!'))%

年成立(东平地区社区管理委员会)!范围包括长江'前进'

东风和前哨社区& '))+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建立崇明县

东平镇&! 收割机奔跑在农场金色大地上 *东平镇供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徐程 摄

!小镇名片 """

! !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平的 %个农场
里，最多时曾有十多万人口。知青邬跃飞回
忆，在农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里还有影
剧院、游泳馆，俨然是一个“小上海”。东平镇
中心区域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闻名上
海农垦系统的“南京路”。而文化活动中心后
面，则是昔日“九曲桥”和溜冰场的所在地，
又称“小豫园”，曾经非常热闹。

随着经济转型与大量知青返沪，东平镇
人口骤降，现在常住人口仅有 ),*万人，年
轻人都外出工作，镇上“空心”化、老龄化现
象严重，也成为了横在东平镇发展路上的一
道难题。

吴磊表示，伴随着特色小镇建设，未来
将进一步完善“产学研”配套产业链，真正做
到“吸引人”“服务人”“留住人”。近年来，已
有人才回到镇上，为服务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的建设与发展出力。例如，紫海鹭缘浪漫庄
园就是大学生返乡的自主创业项目。

在促成人们“乐业”的同时，保障“安居”
的民生工作也陆续展开。近年来，基础设施
建设与公共配套服务也在加紧完善，提升老
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看着东平这几年的

变化，邬跃飞说：“我们确实深有体会。”
吴磊告诉记者，今年东平镇将实现垃圾

分类全覆盖，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已陆续完
成。“以前老百姓经常诟病，‘垃圾分类要我
们分，最后收走的时候却是一篮子装’。现在
我们已做好相应装置，实现干湿垃圾分开运
输处理。”

目前，镇上两个湿垃圾处置点已投入
试运行，将湿垃圾在生化处理装置里加工
成有机肥，渗滤液则经过水处理工序达到
污水排放标准，产出的肥料与相关种植单
位对接，完善环保运作机制。此外，“组团
式”农村污水处理、二次供水改造等，也将
于年底达到全覆盖。
在崇明 )&个乡镇中，东平是全区 *个

中心镇之一，是崇北地区的中心镇。今后，东
平镇还将与江苏海门海永镇、启东启隆镇形
成跨行政区城镇圈，加强区域协同发展。

说起未来的愿景，吴磊心潮澎湃：“特色
小镇所在的景区将成为崇明区全域旅游不
可错过的标志性节点，东平镇也将成为引领
崇明区发展的重要节点城镇，正被赋予崭新
的历史使命。”

生态 绿意!林"!廊"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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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奶牛科普馆 *东平镇供图+

! 混合着米香枣香的(崇明糕)

! ,雨水花园)别有景致

俯瞰东平森林公园 龚胜平 摄

! ! ! !东平镇，位于崇明岛中北部，紧邻全岛重要
通道北沿公路。地图上显示，北沿公路再往北就
是长江入海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是
‘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的滩涂，北沿公
路那时候还只是条岸堤。”东平镇党委书记吴磊
告诉记者，正是靠 ''万知青围垦造田，才有了脚
下的这片农田和如今的北沿公路。
如果说崇明的历史是一部农垦史，那么东平

就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
)!(*年春天来到农场的知青邬跃飞，已在这

片土地上待了整整 %'年。刚到农场的时候，他还未
满 )&岁。头两年他被分到果园一连，负责在坝堤
上种植苹果。邬跃飞回忆称，为了降低土壤里的
盐碱成分，他们要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开挖河道、
降低水位。“开河的时候不断有沙涌上来，很多人
就跳进水里，用脸盆把混着沙泥的河水一盆盆地
往外舀。鞋底在冰冷的河水中冻裂脱开，脚趾冻
得失去了知觉，但大家还是咬着牙继续干活。”最

后开河成功时全场欢呼雀跃的场景，至今历历在
目。当年挑扁担磨出血泡结成的厚茧，现在还留
在邬跃飞的肩头，与他一同铭记那段难忘岁月。
在东平森林公园内的“知青广场”，邬跃飞的

名字和众多与他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挥洒过汗水、
艰苦奋斗的知青，一起被刻在了坚实厚重的“知
青墙”上。纪念碑上“青春无悔”四个字遒劲有力，
道尽了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
现如今，东平特色小镇核心区域的选址，就

定在原东风农场老场部。这里已闲置多年，生态
环境保留完好，农场里的鱼塘、林木、建筑等，都
还是当年模样。
“农垦文化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体现了一

个时代的精神，更是东平特色小镇最具标签的核
心文化。”吴磊告诉记者，东平尽管“年轻”，但它
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未来，东平镇将
复原部分有价值的农垦建筑风貌，保护农场肌
理，结合新的产业功能，彰显独特农垦文化。

春赏瀛洲梅堆雪 秋看平川稻卷浪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