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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进入春种时节，在奉贤的田间地头经
常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整天与蔬菜
为伴，在田间一蹲就是半天，翻开一片片叶
瓣仔细查找害虫，眼花了就看看远处，脚酸
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经过她指导种植的
绿色蔬菜，往往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她就是
奉贤蔬菜技术推广站的副站长———杨银
娟。从事蔬菜事业近 !"年的她，已被众多
农民亲切地称呼为“蔬菜名医”。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是杨银娟

的工作常态。她说，由于蔬菜生产不同于
水稻小麦的种植，一年四季最多要种六七
茬作物，比较容易多发病虫害。“我们只有
加大下乡指导检查的频次，才能及时发现
疫病疫情，保障全区蔬菜的安全生产。”

去年庄行镇大范围爆发的番茄晚疫
病让杨银娟印象深刻。当时，团队下乡巡
查番茄灰霉病，却意外地发现，庄行镇部
分田间的番茄叶杆生长异常，这些叶杆都
像被开水烫过一样，颜色泛黄，病恹恹地
耷拉着。团队紧急对所有番茄作物进行
全面检查，进一步确认了疫病的病害范
围。因为杨银娟和她的团队发现及时、应
对迅速、处置得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开展，
不少菜农挽回了损失。

杨银娟说，蔬菜病虫害有几百种，就
日常种植的常规蔬菜中，也有十种虫九种
病需要防治。但是滥用杀虫剂，不仅会让
蔬菜安全质量得不到保证，更会导致土壤

的盐渍化，让来年收成欠佳。很多时候农
民对科学使用农药不甚了解，对此杨银娟
经常进行入户培训、下乡指导，她也会联
合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一起举办培
训讲座，对农民进行安全使用农药、新型
农药。
杨银娟还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一直在

研究科学的种植方式，对农户进行推广。目
前工作室在黄秋葵、冰菜、西洋菜、芝麻菜、
珍珠菜等特种蔬菜，扁豆、菠菜、彩椒、刀
豆、番茄、南瓜等新优品种栽培技术等，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取得明显效果，获得生产
者的好评。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邵毓琪 摄影报道

! ! ! !随着天气转暖，奉贤区春耕备耕工作有序开展。
近日，记者在上海资福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早
稻育秧工作已全面展开，第一批水稻秧苗正在大棚
中茁壮生长，且育秧工作比往年略有提前。#月底，
奉贤第一批新米将提前上市。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邵毓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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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松江区九亭镇兴联
中心村小区通过大调研，完善
基础设施，破解居民的烦心事。

近年来$ 随着九亭人口增
多，兴联中心村小区占道停车、
毁绿种菜等现象层出不穷，成
为“问题小区”。去年 %月，环境
整治后小区腾出了土地，但没
等重新利用就长出了杂草，居
民们对整治结果很不“买账”。
“你们整治了还不如不整

治，我看杂草都长到腰了。”“整
治前说得好听，要建这个建那
个，现在什么都没看到。”今年
春节，九亭镇兴联居民区举行
座谈会，你一言我一语，小区短
板“无所遁形”。建停车位、补种
绿化、沿河景观、小区监控，居
民提出一系列“微心愿”。
“整治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这次借着大调研的契机，真正
把小区的问题和需求都摸清楚
了。”兴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
吉林介绍，大调研报告提交到
镇里不久，相关部门就前来勘
察，着手规划设计小区的“五小”工程，包
括道路、路灯、安防、绿化以及停车位等
硬件设施建设。此外，九亭镇去年起创新
实践河长制、街长制、片长制“三长制”，
“兴联中心村小区是九亭镇第一批‘片长
制’试点小区，我是二级片长，把不能解
决的问题上报，由一级片长通过‘片长
办’协调解决。”
本月底，停车位设置完成，小区监

控、绿化补种、健康步道等预计上半年整
体完工。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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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一”小长假期间，
人们纷纷前往市郊农家
乐休闲放松。图为游客在
金山区强丰生态园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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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银娟'左(在田头查看蔬菜生长状况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范洁 通讯员 王萍）
“听党员爷爷讲故事”田头课堂、“外婆家的菜
饭”田园野餐、“农村幸福指数”田间调研，近日
在金山区山阳镇，一位位农村老人被请进旅游
景区，一个个城乡互动项目，让来自市区的游
客们耳目一新，也让农村老人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
“我家有头小水牛，打水耕田全靠它，你吃

草来我看书，好好学习共进步。这是爷爷小时
候编的顺口溜，我念二年级时父亲去世了，家
里穷没法供我上学，我就哭着求妈妈‘我要上
学’，后来和老师商量，上半天学、放半天牛。小
朋友们，希望你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好好学习！”在山阳田园旅游景区，&'岁的
老党员陆水龙佩戴党徽，与小游客们分享儿时

故事。鸟语花香的环境、质朴亲切的讲述，让孩
子们备受感染，陆水龙则感叹自己也是受益
人，不仅每年有笔“讲课费”，而且丰富了老年
生活，传递正能量很有获得感。

与市郊许多乡村一样，金山区山阳镇出现
农村老龄化，目前 "(岁以上老人达 )*!万人，
占总人口的 !+*!!,，其中家庭独居老人 +'#

人，纯老家庭 )!)&户。山阳镇党委书记孙引良
坦言，乡村振兴不能忘了农村老人，如何让他
们实现修养身心、自我肯定和生活富裕？山阳
镇以山阳田园农业综合体开发为试点，通过拓
展特色互动产品，让周边老人在乡村旅游发展
中找到新乐趣，获得成就感。

"#岁的山阳镇华新村村民陆连芳没想到，年
近古稀却越活越充实、越干越带劲，借着乡村振

兴、休闲农业的东风，腰包也鼓了起来。她和老伴
参与“田园野餐”互动项目，为游客烧农家菜饭，景
区按照 )--元.桶的价格收购，去年老两口烧了
!"-多桶菜饭。“孩子们都住在石化城区，我们老
夫妻俩住在乡下，正愁闲着怪寂寞的。现在可好，
孩子们回来都说我们更有精神、更年轻了！”
在山阳镇，越来越多农村老人正成为田园综

合体建设的主人，&!岁的吴桂英参加了“农村幸
福指数”互动调研，成了小游客们的“访问对象”，
孩子们来到她家，拿着表格问东问西，热闹气氛
让老人笑得合不拢嘴，还能收到一定数额的补
贴。每到她生日时，孩子们还会送蛋糕、唱生日
歌，“从没想过，还能享受这样的福利。”据悉，山
阳镇还开展独居老人茶话会，评选“田园最美老
人”等活动，让农村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在农家吃灶头菜饭 在田头听旧时故事

乡间走来爷爷奶奶“新地陪”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梅璎迪 视觉设计/邵晓艳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郊野大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