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每年 !!月中旬，崇明的藏红花进入盛放期。
凑近花朵闻闻，悠悠清香沁人心脾。

尽管藏红花是从西藏传入中国内陆并因此
得名，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 "#$的藏红花产于

崇明。%#多年前，藏红花被引进到崇明，经过多
年培育，如今在庙镇和建设镇都有规模化、标准
化的种植。
本报记者 程绩 通讯员 张峰 摄影报道

! ! ! !金泽状元糕是青浦特产之一，起
源于清同治元年、鼎盛于民国时期，
已有 !&#年的历史。

金泽状元糕粉选用优质粳米，掺
以适量的糯米，浸水后晾干、再用石
舂舂成粉，再加入松子粉、白糖，压实
切片，用木炭文火烘炙，出来的成品
片片金黄，吃起来松脆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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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全球角度来看崇明生态岛的建设要
求，让崇明岛成为鸟类的天然博物馆、候鸟的
天堂。”本周，市委书记韩正在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
话，再次让崇明上了头条。此前半年内，韩正 %

次赴崇明部署崇明生态建设，在此期间，崇明
正式撤县建区，完成历史转型。
“崇明的发展就是上海的未来”，复旦大

学教授戴星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崇
明如何进一步建设生态岛？如何对标“世界
级”？听听这些重量级专家如何说。

从!!生态"到!生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
来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专家委员会成
员，他认为上海正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应

当在更高境界上和更广视野中认识和理解崇
明生态岛建设。
首先是把握全球经验和地域特色的关

系。崇明生态岛建设既要吸纳世界各地的有
益经验，又要突出中国的、江南的和海岛的
特色，采用因地制宜和低成本的生态技术，
比如雨水自然径流、绿色交通方式等。其次
是把握生态环境和城乡发展的关系，只有做
好“'生态”，才能实现“生态(”。“(生态”就
是要进一步优化崇明岛的生态环境，包括生
态保育和生态修复；“生态(”就是基于良好
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友好的产业发展模
式，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健
康、生态(其它产业。

上海目前的绿地面积低于纽约、巴黎、东
京等国际大都市，而崇明是上海森林覆盖率

最高的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
一级标准，经多年保护、修复，西沙湿地展示
出大自然的生态奇观，东滩湿地每年过境鸟
类达 !%#多种 )##万只以上。上海“十三五”
规划明确崇明要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打造本土!戴维营"

“崇明的发展就是上海的未来。”戴星翼
认为，崇明应当明确自身定位，与上海都市形
成鲜明反差，做到功能互补。上海越喧嚣，崇
明就应越宁静；上海越时尚，崇明就应越朴
素。它应当是一片干净、传统的乡野，是寄托
乡愁的土地，是上海人的精神家园。

在此基础上，戴星翼认为崇明还需要一
些高端项目，如农庄、酒庄、乡村别墅等，“可
如‘绒布上撒上珍珠’一般点缀其中，让崇明

也能有自己的‘戴维营’”。崇明不必机械地
与世界其他岛屿相比较，应当走自己的生态
之路。
“崇明是不可复制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富饶与肥沃，恢复生物环境、修复生物多样性
才是真正的生态岛建设。”今年 !#月，科技部
国际合作司参赞徐捷在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
发言时指出，崇明“撤县设区”后可以扩大城市
生态环境容量，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任新建主任
认为，崇明要依托开放这个上海最大的优势，
争取一批重要的改革试点落地，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把崇明的生态理念和经验
向全球延伸，建设沿江综合生态环保机制，同
时加强国际交流。

本报记者 程绩 实习生 杨洁

对标世界级生态岛 实施最严格环保制度

崇明：建设一片干净传统的乡野

! ! ! !“每一件木雕都有它的灵魂。”奉贤区奉城
镇洪西村，*%岁的木雕匠人徐华兵拿着自己的
作品对记者如数家珍。作为奉城木雕的第三代
传人，%#年来徐华兵用木雕记录着个人、家庭
与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一刀一刻的雕琢中，大
千世界、人间百态尽在方寸之间。

奉贤区奉城镇，以木雕而闻名沪上。早在
清朝光绪年间，奉城木雕就已形成自身风格，
精巧细腻、与时俱进，历经百年延续至今，现已
被列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出生于木雕世家的徐华兵，如今经营着一

家木器厂。走进徐华兵的办公室，案头摆放着
一些他的近期作品：喂猪的老太太、老修鞋匠、
农家少女……这些精致的木雕人像动作神态
栩栩如生，如同从照片中走出来一般。作为奉
城木雕第三代传人，徐华兵的手艺毋庸置疑，
舞弄起各种刻刀也游刃有余，时而恣意渲染，
时而精雕细琢。一块四四方方的木头到了他手
中，先构思造型，再刻出轮廓，继而完善细节，
最终加上表情神态，短短十多天，笨拙无神的
木头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作为奉城木雕的传承人，徐华兵觉得有责

任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接班人并不好找。
“学习木雕，少则八年多则十年。年轻人不愿意
干。”徐华兵说，现在奉城镇从事这一行当的工
匠不到十人，连他的儿子也不愿意学。无奈之
下，他只能在附近中小学开设木雕兴趣班，每
个月去上几次课，希望能从中找到接班人。

在案头这些作品中，徐华兵最喜欢的是一
个老修鞋匠雕像。木雕的原型来自一张老照
片，老人手举锤子正要敲打鞋钉，表情专注执
着，眉间却又带着一丝孤寂与没落，同为匠人
的徐华兵似乎看到了自己。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 ! !儿时结伴去滩涂上看芦苇、海鸥，钩蟛蜞，
捉“弹涂鱼”，长大后被生产队安排到滩涂上割
芦苇、收洋草、编芦花鞋，这些可能再也无法复
制的经历，正是浦东南汇沿海一带居民对滩涂
最亲切的回忆。在浦东新区书院镇文化中心
内，一个规模不大却颇有特色的滩涂文化展示
馆，为人们留存和传承着这段记忆。
天气逐渐转冷，老人们找出保暖鞋预备着

过冬。那么，在没有保暖鞋的年代，海边的农民

们又是怎样御寒的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一
般人不会想到，细软的芦苇花也能踩在脚下保
暖。在巧妇手中，几大把芦苇花缠绕编织在一
起，就魔术般地变得结实起来，织出一双蓬松
的“保暖鞋”，虽然样子笨拙，然而在严寒中却
是贫苦农家最好的慰藉。

随着滩涂开发，芦苇、洋草等可以派上大
用场的滩涂植物如今已不多见，消失中的滩涂
记忆还不仅于此。在展示馆中，盐腌蛏子和蟛

蜞这样的滩涂美食如今也已告别餐桌，过去却
是海边人家难得的荤菜。一碗腌冬瓜，再配上
一碗腌蟛蜞，就算得上是一次大餐了。

滩涂的种种物产，是寄托农人乡愁的符
号；充满滩涂特色的生产方式以及“哭嫁哭
丧”、滩涂歌谣等文化相传，是后来人了解滩
涂、重拾记忆的载体。随着滩涂的减少，以及传
统滩涂文化的衰微，这些留存显得愈发珍贵。

本报记者 孙云

! ! ! !又到秋收季节。连日来，崇明、青
浦、松江、金山等沪郊田间地头处处呈
现秋粮收割的繁忙景象：大型收割机
在金黄色的稻田里来回奔忙，运输车
辆满载着沉甸甸的稻谷，往来于田头
和仓库间。预计今年沪郊稻米秋收将
于 !)月上旬完成秋收。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新米价格持
平而质量更优。据了解，由于今年水稻
到了生长后期，比往年光照要来得充
足，病虫害减少，灌浆饱满，所以吃口
更香，也更有弹性。 程绩

! ! ! !! 宝山 大型公益集市受追捧

由宝山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
资金资助开展的顾美集市活动近日在
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本次
活动以“分享”“体验”“公益”为主题，
集合各类摊位 +&个，吸引了众多社区
居民热情参与。 郭剑烽

! 嘉定 区域公交票价调整

嘉定区统一区域内公交线路票价
工作近日启动，首批 &条线路嘉定 *!

路至 *&路将于本月 )%日实施。明年
上半年，全区区域内公交线路将全部
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 )元单一票价。

书院滩涂文化馆满载乡愁

沪郊大米秋收忙
价格持平质更优

报速田头

事新郊区

崇明藏红花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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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达乡村 徐华兵：匠心让木雕有了灵魂

节美食田园

!金泽状元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