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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篇

!!!泖港镇"生态兴镇#乡村建设纪实

生态小镇的!嬗变"

! ! ! !处在黄浦江之南的泖港镇，被
松江称其为浦南地区，三十多年来
的改革进程，泖港从来不曾骚动
过，它依然故我，守着静静流淌的
黄浦江，春播秋收，恪守农事规律，
土地幸甚，如今更是成为松江之
美，上海市民向往之地。这里的粮
食因为土质好名声在外，早稻“老
来青”已为上海市民所知晓，还有
近年来名声鹊起的“黄浦江”大闸
蟹，依靠黄浦江水再进而净化之，
美味甚于阳澄湖。是这一方水土孕
育出来的特产。

泖港之路，没走偏，在正路上，
最终为松江和上海保留了一块难得
的净土。究其原因，就是“生态”理念
在泖港镇根深蒂固，如今，打出这张
“生态”名片堪称上海郊区之典范。

原汁原味 乡村风浓
在泖港镇腰泾村，河水穿过村

庄，涓涓流淌，时而，有野鸭三五成
群，在河中“纳凉”；白墙黑瓦的农家
小院，掩映在绿树丛中。夏日清晨，
有村民摇着蒲扇在树荫下乘凉，小
狗趴在屋门口守候主人。不论四季，
树木满目青翠，林中鸟雀欢叫。
村里人说，这里都是上一个世

纪 !"年代的老屋了。但从外观看
去，焕然一新；宅前屋后的路面上，
也鲜有乡村垃圾。走过村庄时，便觉
神清气爽。近些年，泖港镇对所辖的
#$个村庄和 % 个居委会陆续进行
村庄改造，规划在保留了原有布局
的基础上，进行墙体白化、道路硬
化、污水净化、河道洁化，让绿化与

村落相得益彰。
村里老人住惯了这样的老屋，

如此改造，不仅节省了经费，也让几
十年来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特色得
以保留，如此，淳朴的乡村风情愈发
浓厚。
村落的远处，大片绿油油的农

田间，是横贯东西的水泥路面。路
南，一排高耸的树干，虽在午后阳光
的照射下，树影仍遮蔽了路面，给农
耕者带来阴凉；路北，却是一排低矮
的小灌木丛，圆圆的树影并不妨碍
田间的秧苗汲取阳光，恣意生长。

一面是对村落风光的保护，一
面是现代农田建设；腰泾村的景色，
同样展现在胡光村、黄桥村等临近
村落，规划者对“生态”的理解也在
一步一景的细微之处显现。

留住美景 富了农民
在“农家乐”里采摘，在涵养林

间垂钓、野餐或者散步，如今，泖港
镇吸引了越来越多松江本地居民和
市民前来一游。“发展都市现代农
业，将农业生产与观光、旅游以及农
产品深加工融合发展，形成农业产
业复合体，才是生态发展之道。”对

此，泖港镇农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盛夏的秧苗长势喜人，不久前，

一家农业公司看中了家庭农场主李
春风种的水稻，以高于国家统一收
购价的价格，早早签订了收购订单。
在泖港，养猪产生的粪便直接用作
稻田肥料，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主种
出的稻米吸引了不少稻米加工商，
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发展农业深加工产业，借助这

样的商机，目前，泖港镇政府正在
规划发展稻米加工业，引进世界
上最先进的稻米加工设备，与松
江农民协会联合，进行大米深加
工，协助粮食种植户进行稻米的
收购和销售，价格将在原有基础
上提高约#&'。
培养特色农业产业。坐落在不

同村落中的桑葚园、玫瑰园、葡萄
园、蓝莓园以及各种蔬菜标准化基
地、水产养殖基地或休闲农庄等，形
成了错位竞争，依时节而办的农家
乐或采摘游，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创
收。不仅如此，特色农业企业也入驻
泖港，发展深加工，生产的桑葚汁、
葡萄酒、蓝莓酱等就地取材，减少了
配送环节，抢占了市场商机，让土地

的亩产均值不断提高。按照进度，!
家污染企业将在 !月底关停。废气、
废水等排污企业将永久退出历史舞
台，同时，也等待着更多优秀涉农龙
头企业进驻。
此外，泖港镇与涉农企业逐户

签订了协议，确保录用当地村民参
与农业园区或涉农企业的日常种植
和维护工作，并优先选购本地农作
物，在解决村民就业的同时，为农场
主增收。

改善人居 重在发展
坐落在泖港镇最东端的新建

村，成为本区唯一列入市“美丽乡
村”工程的试点村。最近，“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蓝图”已呈现眼前，并
进入项目招投标阶段。“蓝图”中的
村落间和转角处，处处皆是“花园
风”的绿化。近百种花草、果木错落
种植，有亭台水榭、小桥流水，点缀
于白墙黑瓦之间；原有的水泥明沟，
被带孔的石壁取代，给鱼虾、田螺更
多生长空间；门前的养鸡棚统一由
毛竹制成，别具野趣。
“纯粹的美景，并不足以称为

‘生态’，”泖港镇农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最近，镇政府投资引进了一批日
本甜柿、浙江红心柚等果木，正在育
苗。这些果木品种经过了 (&多年培
育，非常适合江南地区的土壤和气
候，树形美观，口味也好。规划后，这
一批果木将被村民自主选择，栽种
在宅前屋后的自留地中。

充分利用土地发展特色果业，
橘子树、枇杷树等多种果木也将引
种在村内，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将给
当地村民带来经济收益。
“现代农业发展，还要有现代农

村生态意识的养成。”泖港镇农业相
关负责人介绍，泖港镇创新社会管
理的“#&!片区”模式就诞生于生态
建设的理念之中。由 #&!片区的片
长无缝对接，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
承担着重任。从连续多年的环境整
治，到日常环境维护，组织村民入户
宣传，他们逐步让生态意识融入村
民生活。如今的泖港，几乎不再能看
到秸秆焚烧的现象，除了农业部门
对家庭农场主的严格管理外，村民
零星自留地的秸秆也全部被统一收
集，用以还田发酵。这其中，正是
#&!位片长所发挥的作用。
本报记者 朱全弟 通讯员 贾佳

黄浦江之水穿“镇”
而过，就要保护。位于浦
江上游的泖港镇，因水
滋养着的土地，年年产
出丰饶的庄稼，而泖港
回馈1.7万亩涵养林和
2.3万亩现代农田，忠
诚地护卫着黄浦江。水
和树以及农田，勾勒出
江南水乡最美的图画。

! ! ! !今年春耕，阮凯峰家有 )&亩农
田播种。在这之前，要对新进的水稻
种子进行浸种、催芽，为了不延误农
时，每一步操作都得准确无误，来不
得半点马虎。而今年，父亲把这个
“重任”交到了阮凯峰手上。边摸索，
边学习，这对 %$岁的阮凯峰来说，
很新鲜，也着实带着不小的压力。
今年 #月，泖港镇新建村启动

了新一轮家庭农场主承包经营竞选
工作，阮凯峰如愿接过了父亲手中
的“接力棒”，也成了本区最年轻的
“家庭农场主”。但做家庭农场主，这
件事曾让阮凯峰考虑过很久。虽说

从小在农村长大，却从未下地做过
农活，种田———对于阮凯峰来说，不
仅陌生，还有过偏见。“父母辛苦做
了一辈子农民，不如去城里打工。”
读大学前，阮凯峰仍这么想。
可后来，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毕

业不到一年，自己就很坚决地辞掉
了第一份工作。%&#*年初，阮凯峰
大专毕业，学的是物流管理。很幸
运，刚一毕业，他就在离家并不算远
的临近区县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
工作，工作认真，老板认可，一切都
颇为顺利。但即便这样，%&#*年夏
天，他仍辞职了。“想回家种田”，这

个想法让周围的朋友、同学很不理
解。但那时，阮凯峰心里藏了一份要
追求的“事业”。

村里的选拔工作半年后才进
行，阮凯峰却早早辞了职。用他的
话说：“逼自己一把，破釜沉舟，断了
后路，就不再回头。”这样的决定，
母亲心里没底，她希望儿子能有份
稳定的工作，不要太累；老板也在
挽留：“如果竞选不成，再回来，位
子还留给你。”但这些还是被阮凯
峰拒绝了。

跟着父亲学农活，空余时间再
打一份零工，填补收入上的空缺。

这半年，卷着裤管下地，一脚水，一
脚泥，让阮凯峰觉得很踏实：“男
人，就该奋斗。”在阮凯峰眼里，这不
只是“子承父业”，更是“创业”。但提
早的实践，却让阮凯峰明白了自己
的差距。因为有时，父亲的指导让
他一头雾水，村里“老法师”的经验
也没法一时学会，农技老师推荐的
教材他会拿出来反复读，就在不久
前，趁着拖拉机驾驶培训课的间
隙，又溜到“中级家庭农场主”的培
训课上旁听。
这些还是不够。采访前，阮凯峰

刚刚从邻近叶榭镇同建村的家庭农

场主孙红荣那里“取经”回来。不知
道地址，也没联系方式，阮凯峰还是
“慕名而去”，“第二次才见到本人。”
阮凯峰说，同是大学毕业，放弃了城
市工作的机会回乡“创业”，多少相
似的经历让他觉得像是找到了“导
师”。“做农民不能死种田，要发展，
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孙红荣的话让阮凯峰在心里默
念了几遍，梦想也跟着发光：“很想
大干一场，我也希望，将来能有属于
自己品牌的绿色稻米，发展种、产、
销一条龙服务。”
话到嘴边，阮凯峰又变得谦虚

起来。“现在说这些还有点远，还是
先把父亲的技术学到手，早点接过
担子。”一旁的父亲永远是阮凯峰的
支持者，正准备在今年“放手交权”，
父亲也给阮凯峰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怕失败，只管大胆去做。”

通讯员 贾佳 本报记者 朱全弟

种田是创业也是事业
! ! ! ! ! ! ! ! ! ! ! !!!!松江区最年轻的"家庭农场主#阮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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