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百姓金点子开“绿色通道”
崇明征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议"

丽美 乡村

! ! ! !“崇明环境越来越好，马路边、公园里、
小区里都种上花草树木，大家想知道这些植
物叫什么名字，花期在何时，能不能做成标
志牌，印上二维码……”不久前，在崇明区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议征集专栏”，一
条市民建议引起重视。

接到市民的建议后，崇明区建管委回
复：非常感谢您对崇明生态岛建设的关心和
支持。接下来，将逐步在公园、道路、绿地等
区域推广，让广大市民在游玩欣赏的同时，
更多地了解各种植物的生长习性，增加绿化
知识，同时增强广大市民爱绿护绿的意识。
“不要小看群众的意见建议，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离不开群众的呼声和智慧。”崇明
区信访办副主任张奇介绍，去年 !月下旬，
崇明区信访办在网上信访（投诉）中心平台
开通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议征集专
栏”，不管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还是来崇明
安家落户的新崇明人，或是对生态岛建设高
度关注的岛外人，都可以注册登录后提交关

于生态岛建设的“金点子”。
“你可随意建议，我必用心答复”，这是

意见专栏开设之初的承诺。一年多来，通过
这条“绿色通道”，大量高质量的建议被交到
职能部门和区相关领导手中，主要集中在交
通出行、环境保护、旅游文化、水资源和农业
发展等方面，其中不少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许多关心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岛
外专家和有识之士也通过平台发表了真知
灼见。例如，市农委的专家就来信提出绿色
产业体系、海陆空交通体系等先进理念，近
万字均是创新思考；浦东新区一市民从生态
文化角度出发，建议政府组织抢救一批古街
古宅，为崇明留下更完整的可传承文化。
专栏的设立，也有助于重塑外界对信访

工作的理解。张奇说，很多人以为，信访就是
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时，提出诉求让政府解
决。事实上，根据我国信访条例，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和提出投诉请求一样，都是信
访的主要内容。“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意见建
议征集专栏’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是信访功
能回归本位。”

本报记者 范洁 通讯员 丁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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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水果唱主角甜蜜采摘正当时
暑热渐增，沪郊

瓜果的甜蜜程度随
之上涨。地产精品水
果不仅倡导美味和
健康，更在科技和生
态方面不断创新，邀
请市民采摘尝鲜。

马陆葡萄甜蜜上市

! ! ! !汁多味甜的“夏黑”、香气浓郁的“巨玫
瑰”、粒大饱满的“醉金香”，又到一年葡萄季，
嘉定马陆葡萄主题公园内，多个品种已经集
中上市。再过一周，"#$%年上海马陆葡萄节
将在浦东长泰国际广场开幕，为期三个月。
今年，马陆葡萄售价与往年持平，天气原

因促使成熟上市时间较往年约提前一周左
右，且葡萄品质更好、口感更佳。上海马陆葡
萄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单涛介绍，今年，马陆
葡萄种植面积达 &'!#(&亩，全面实施联动大

棚改造，%)*的葡萄品种使用了限根栽培，确
保有更多养分输送到果粒里，可谓“一片叶子
供养一粒果实”。

近期，马陆葡萄销售品种仍以巨峰、夏
黑、巨玫瑰、醉金香等品种为主，同时有少量
早熟的早夏无核及中熟的阳光玫瑰上市。据
悉，加温型温室葡萄最早在 '月初已上市销
售，普通保温型促成栽培葡萄 +月初采摘，控
产严格的中熟品种 +月中旬大量成熟上市。

本报记者 范洁

! ! ! !一只大团蜜露水蜜桃拍出 $('% 万元的
天价！在日前举行的浦东新区大团镇人民政
府与南汇供销合作总社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启
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拍下半个月后即将在枝
头成熟的大团蜜露“桃王”，并将这笔善款捐
给大团高中的优秀毕业生。

水蜜桃上市期比较短，短期内集中上
市，给桃农特别是散户带来一定压力。为帮
助桃农销售，大团镇探索线上线下销售新
模式，与南汇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在大团蜜

露桃成熟前就开展网上预售，订单式生产
既能给桃农一颗“定心丸”，买 & 送 $ 的预
售促销又能给市民带来实惠，实现双赢。同
时，在开展“水果进公园”等品牌活动的基
础上，首次将智能零售直销模式引入果
品销售，通过团乡微信商城、银联云闪付
商城、上果网等线上资源和线下的超市等
渠道，方便消费者购买正宗放心的大团蜜
露桃。

本报记者 孙云

大团蜜露网上热销

! ! ! !黄桃上市时间一般为 %月中旬。不过，由
上海奉贤区四锦黄桃种苗繁育场引进的早熟
品种“黄玫瑰”近日已经成熟，并逐渐投放市
场。
在黄桃种植基地内，记者看到黄澄澄的

“黄玫瑰”挂满了枝头，果农对刚采摘的黄桃严
格筛选，将个头在半斤以上、圆润饱满的套袋、
装箱。上海市奉贤区锦绣黄桃协会副会长蒋卫
星表示，早熟品种的黄桃比普通品种成熟早了
两个月，再加上本地黄桃甜度高的优势，目前
种植早黄桃的会员单位，每天产出的鲜桃，都

会被商贩抢购一空，根本无需自筹销路。
奉贤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奉

贤引进了多个早黄桃品种，打破之前以“锦
绣”为主的传统局面。而此举也规避了黄桃集
中上市、果农销售难的尴尬局面；此次，“黄玫
瑰”受到市场欢迎，正是得益于此。目前，奉贤
从上海农科院引进“锦”字系列优质品种，从
早熟的“锦春”“锦香”，到中期的“锦枫”“锦
园”“锦绣”，再到晚熟的“锦花”“锦硕”，销售
期可从 '月上旬延续至国庆假日。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邵毓琪

奉贤黄桃新鲜相约

! ! !失传多年的民间糕点———罗
店天花玉露霜近日“重出江湖”，
在宝山区非遗展示周中唤起许多
“老罗店”的儿时回忆。

小小的乳白色糕点，放进嘴
里，满口薄荷清凉，甜度恰到好
处，入口即化。“我们这辈人都吃
过。几十年了，没想到能再吃到！”
头发花白的杨爷爷难掩兴奋。
负责重新研制天花玉露霜的

是宝山区非遗中心王一峰，他外
公是天花玉露霜的“铁杆粉丝”，
小时候，外公常常带回这种纸盒
包装的小糕点给他解馋。

复原罗店天花玉露霜的努
力其实从未间断，但原材料的缺
失始终让传承者们举步维艰。天
花玉露霜的主要原料是杜瓜粉
和葛根粉，如今罗店已无人种植
制作。今年 ,月，奉贤区申报的
非遗项目杜瓜粉古法制作工艺，
意外地让天花玉露霜的制作看
到了希望。随后，王一峰团队在
广西找到一家葛根粉生产商，
“和以前一样完整的 -, 道提取
工艺制作出来的”。

搞定了
主材料，可
重新制作的
过程却并没
那么简单。
天花玉露霜
是粉质的糕
点，这几味
粉状原料如
何调配成型
就是一大难

题。古籍中记载，天花玉露霜“色如白玉”，对
点心的颜色也提出了要求。为了还原这款失传
已久的点心，王一峰请来了祥茂的老点心师
傅，请他们品尝样品，提出意见。“说到底，不管
是成型、色泽还是口味，都是两方面的问题：一
是原料配比，偏差分毫就可能碎成一堆粉末或
者颜色口味不对；二就是工艺，我们发现成品
只能靠师傅手工去做，机器糅出来的口感会
特别粗粝。”历经三个多月、几十次的失败，色
香味都得到老师傅们认可的天花玉露霜才最
终得以重见天日。 见习记者 吴旭颖

报速田头

! ! ! !近日，青浦徐泾镇金云村 !#余亩向日葵进入盛开期，数以万计的向日葵，随着太阳仰起笑脸迎
接新的一天来临。据悉，向日葵花海免费开放，为市民提供假日休闲漫步的好去处。种楠 摄影报道

青浦向日葵花海悄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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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看过上海评弹团一出《林徽因》，安庆
和苏州名团又带来了黄梅戏和滑稽剧；上海
炎黄文化研究会宣讲团讲师、上海滑稽剧团
钱程刚来办“地方语言与戏剧”讲座，上海歌
剧团又带来了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今
年初以来，浦东新区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的
档期排得“扑扑满”，“小上海”居民们的文化
生活真丰富！其中有不少还是周浦镇在 "#-%

浦东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会上竞拍
认购的精品文化项目，都是名团名剧，让周浦
镇把“家门口文化服务”做出了特色，还吸引
了惠南镇等相邻街镇的市民前来观看。
作为市郊大镇，周浦镇家门口文化服务

既有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覆盖村居的基
础项目，也有打造高雅艺术平台的精品项目。
而且，这个平台不仅仅是周浦本地文艺爱好
者的舞台，更积极融入到上海市文化圈，把每
月一部儿童剧和各类精品演出做出了名气，
今年 -月至今，平均每周都有两场演出。

此外，已落户周浦的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
活动中心还将邀请多名名家开展讲座，介绍中
国古代文学、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化，让更多的
文化大家、艺术大师走到居民身边，将优质文
化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孙云

小镇来了歌剧团
炎黄文化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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