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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创业圆梦 地里能刨黄金
带领乡亲从立体生态种养起步!王雪梅的合作社用成绩证明"""

! ! ! !崇明在桃源村的近百个蔬菜大棚，只是
上海宜家粮食专业合作社的基地之一。在崇
明堡镇当地，王雪梅和她的合作社小有名气。
从 !""#年带领 $"多户乡亲创业至今，王雪梅
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经营合作社，展现出新时
期农村妇女自立自强、勇于拼搏的创业风采。

创业门槛低 赚钱不容易
今年 $"出头的王雪梅是桃源村本地人，

高中毕业后，她卖过服装，销售过化妆品，经
营过绿化工程。“崇明是生态岛，发展农业
前景很好。”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这样说，王
雪梅有点心动了。!""#年，王雪梅和丈夫唐东
生商量后，揣着所有的积蓄，回到家乡堡镇桃
源村，联合周边农户，组建成立了上海宜家粮

食专业合作社。
王雪梅说，在农村创业，门槛虽低，但起

步遇到的阻力却很大。起初大家还以为她是
回乡探亲。当看到她真的决心扎根下来，一位
亲戚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雪梅啊，我干了一
辈子农活，从来没见过地里刨出金子来！”

虚心学技术 天天泡蟹塘
创业的路子，比想象中难。最初想种植优

质稻米，但合作社的地太分散，也没有大型农
机，不适合大规模种植，不得不放弃。然后想
到发展大棚蔬菜，但刚起步手头资金有限，而
且没有固定客户，管理也跟不上，用工成本也
高，想要有多大的效益，基本不可能。

王雪梅最终想到了立体生态种养。!""#

年，王雪梅先后到外地和兄弟乡镇学习立体
生态种养殖及河蟹养殖技术，没有经验，她就
向老师傅虚心请教，一点一滴积累。几个月过
去，王雪梅终于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在桃源村
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立体种养殖基地。

那段时间，王雪梅天天“泡”在农田蟹塘
里，时时观察蟹苗的生长，一日睡不上几个小
时觉。她渐渐地瘦了，不过最后清水蟹都卖出
了好价钱，蟹田稻也一茬一茬地收获了。

多条腿走路 圆梦需助力
“多条腿走路，才能让合作社走得更远！”

!"%&年，王雪梅在村里承包下 !""亩土地，建
设设施大棚，种植绿色蔬菜。有一次，王雪梅
大老远把一车生菜运到市区批发市场，由于

当年的生菜产量特别高，使得所有菜农不得
不降低菜价销售。一天下来，销售情况大大低
于预期，而堆积在卡车中的生菜由于积热出
现腐坏。这一茬，王雪梅亏了好几万元。

那次市场判断失误，让王雪梅下定决心
争取，使合作社成为县里首批与上海市“菜篮
子”工程签约的绿叶菜供应基地，还添置了一
辆冷柜车，在网上团购销售蔬菜。

在王雪梅看来，还有许多“隐形门槛”，比
如后续资金投入、技术、信息、市场、风险防范
等因素，都是必须迈过去的坎。

现在，从事农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王雪
梅却说：“我越干越有味，已经认定这一行，谁
说土地里就不能刨出金子来呢？”

通讯员 王宗双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小区绿化需要勤于护理。从满园春色到
杂草丛生，再回到花红树绿，嘉定区安亭镇方
泰地区的讴象、泰顺、陆巷、沁园 $个社区面
貌变化，为上海郊区的小区绿化管理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这 $个社区，原先拥有绿化面积 '"万平
方米。由于缺乏管理，再加上绿化年久自然死
亡，数年以后，(")的绿化面积不是秃了，成
了裸地，就是荒了，杂草丛生。去年，上海嘉定
方群社区便民服务社通过复种和绿化治理，
仅一年多时间，就让 $个社区重现绿草茵茵，
花红叶绿，受到社区居民的称赞。
走进讴象社区三区，仿佛身处公园。只见

几位老人围坐在树荫下，有的打牌，有的聊
天，悠然自得。在小区一头，有一条当地人称

为“小娘浜”的河。它直通盐铁河，河宽约 *"

米，河水清澈，两岸翠树环抱。陪同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以前这是条臭河浜，两岸堆满了
垃圾。去年，服务社对这里动了大“手术”，除
加强河面保洁，清除岸边垃圾，还栽种了大量
花草。环境好了，自然吸引人，现在每天有人
来此晨练和垂钓。

据悉，方泰地区共有 '个社区，其中讴
象、泰顺、陆巷、沁园 $家主要是动迁社区，总
户数 !(!$家，人口 %+*万，居民大多来自方泰
地区 %!个村的动迁农民。以前属于村委会托

管、居委代管性质，社区之间只能协调，管理
各自为政。同时由于人员配备、资金落实及大
量外来人员入住等诸多因素，管理比较混乱。

去年初，安亭镇成立了一支由地区办及
方泰地区所属 %!个村共同组建的便民服务
社———上海嘉定方群社区便民服务社，对讴
象、泰顺、陆巷、沁园 $家社区保洁、绿化和门
卫等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服务社工作人员介绍，$个社区占地总
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万平方
米。这些绿化面积，以前都规划过，但由于缺

乏相应管理，有人把绿化带当成自家的自留
地，在上面垦荒种菜。有的将它视为堆物和垃
圾场，甚至在上面设摊和开起了茶炉房。

服务社成立后，对各社区原有绿化区域
重新作了规划布局，进行治理和复种。服务社
在地区办、$家社区和所属 %!个村的积极支
持配合下，组成一支联合宣传队，挨家上门做
解释和劝说工作。通过宣传，居民很快从不理
解到支持，他们主动拔除了种在绿化带和公
共部位的蔬菜，一些将堆物堆在外面和设摊、
做生意的人家，也都自觉作了清场。
不久，'万平方米的讴象一区、三区绿化

整治和复种工作很快完成，所有绿化区域都
种上了麦冬、红叶石楠、红花酢浆草等植物。
如今，居民主动给花草浇水、修枝，爱绿护绿
在小区内蔚然成风。

通讯员 刘必华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全弟）宝山绿化
好，已经由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所证明。今年
来，这片老工业城区变得好看了、“温柔”
了。但宝山还在培育一种“软化”的特
质———一批本土作家和作者，多年来孜孜
不倦地耕耘，使外界知道长江边上的上海
宝山，了解了宝山的风土人情。
历数宝山作家，当推土生土长的农民

老作家张长弓，早期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的《县委书记的父亲》《王村番茄》等作品，有
一定影响，后来结集出版。!"%"年，他出版
长篇小说《在有钱的日子里》，对一些“村官”
的腐败作了无情的揭露。
出生宝山的老三届知青赵荣发，文革

后恢复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
后在学校、报社工作的他，勤于笔耕，出版
了《燃烧的雪花》等 $本小说、散文集。

从军旅作家到乡土文学创作，吴建国是
突出的一位，他在《文汇报·笔会》上开设专
栏“飞行员笔记”，记述了飞行员的情感世
界；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上的“长兴岛
风情录”，描述了长江边上劳动人民早期的
艰难困苦的生活场景和刚毅情怀。
与吴建国相似，转业进入市政府机关

工作的牛传综，一部《无枪的枪手》更多关
注的是军营生活题材。还有政法干部刘向
东、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幼师程昱华、
笔耕不辍的丁利倩、朱英，都在用自己的
笔，展示宝山，讴歌宝山。
现在，他们有一块自己的阵地———《宝

山文艺》已出第十八期。它团结了一大批业
余作者，机关干部、老师、医生、工人、农民、
公安干警、邮递员、学生，以及外来务工人
员，都能成为这本刊物的作者。

! ! ! !冬天来临，乡间又添一趣。用野生荠菜包
出的馄饨、饺子，唇齿间多了一股诱人的清香
和鲜味，常在乡村生活的人，对这种味道轻易
就能辨识。入冬后，一丛丛野荠菜在田野间冒
出了新芽，在松江浦南地区，不少村民闲暇之
余挎上竹篮，就到田间寻找这股“鲜味”去了。
空气中透着寒湿，丝毫不妨碍采摘野味

的兴致。盼过了夏秋籽熟落地，这个时节，野
荠菜在河岸边的泥土里最多见。有时，它们躲

藏在杂草间，若不是“明眼人”，或挖荠菜的老
手，很容易错过。新浜镇胡家埭村，'(岁的陆
亚娟和许多村民一样，爱吃自己采摘的野味。
陆亚娟指点笔者：野生荠菜茎部更细，伸展的
叶子铺散开来，有明显的缺齿。荠菜的根也
细，浅浅一层，浮在土壤里，只用指尖从根茎
部轻轻一掐，就采下来了；将根留在土壤里，
不久后又长出新的一茬。
在乡村，挖野菜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

利”。小孩子们自小跟着长辈，也喜欢这种蹲
在地里找野菜的感觉；而不少常年在城里工
作和生活的年轻人，更是怀念这种小时侯采
摘的乐趣。一到周末，就有晚辈举家回乡，探
望父母之余，也带着孩子体验自己儿时的童
趣，周末亲子游，全家乐融融。
猫着腰，或者蹲守在田间，泥土味混杂青

草味，不一会儿，采摘的野菜就没过了篮底。
因为是天然物，只回家稍微拾掇一下，用清水
洗洗，就足够一家人美美吃上一顿。除了野荠
菜包出的馄饨和饺子，还有煮出的荠菜饭，熬
出的荠菜粥，比起从菜场上买回的大棚菜，味
道好了许多。

特约通讯员 贾佳

入冬挖野菜 回乡寻野趣
松江浦南#田野里荠菜冒新芽了

小区绿化要建更要护
嘉定安亭镇成立便民服务社统一养护

城 风 镇 事

区 县 动 态

宝山文坛
活跃一批本土作家! ! ! !奉贤区南桥新城 !+'& 平方

公里的“上海之鱼”（寓意!鱼跃新

城）”作为低碳发展的主要实践
区，是打造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
区的重要载体。它由国际规划设
计大师、迪拜“棕榈岛”主创拉瑞·
奚伯斯设计，通过大地雕塑的手
法，开凿形成金鱼造型的人工湖
“金海湖”，沿曲折有致的滨水岸
线规划建设临水而居、以水为乐、
集旅游度假、休闲娱乐、居住生
活、商务办公、商业会展于一体的
生态型主题国际社区。
据悉，“上海之鱼”注水工程

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工程将在
月底完成。此外，$+,(平方公里南
桥中央生态公园将成为未来上海
最大的郊野公园。
种楠 朱全弟 摄影报道

南桥新城!上海之鱼"

月底完成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