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民间素有“谷
雨茶，防百病”的说法。近日，在金山枫泾镇下
坊村，占地 !""多亩的“得泉茶园”迎来春茶
采摘季，这里也是沪上规模最大的茶叶种植
基地。据悉，园内 #"余万株茶树以大红袍为
主，还有少量金骏眉、安吉白茶和西湖龙井，
此次采摘的春茶预计总产量达 $%""多斤。
在多数人的概念中，茶叶一般产自山区，

上海的气候和土壤并不适合茶叶生长，来自
福建的茶叶专家张杰并不这么认为。&%'"年
起，他对浦东、青浦、松江、金山等地实地考
察，最终发现金山枫泾镇下坊村远离工业区，
拥有适合连片种植的农田，日照、雾期、温度、
湿度等都与浙江和福建相差不大，适合茶苗
生长。

张杰不仅从福建山区购置了 #"万株优
质茶苗，而且深翻本地农田，开挖大明沟和渗
水沟，并从浙江长兴茶园购置了 !()万吨山
区黄土，深埋 *%厘米左右，以改良土壤结构，
降低地下水位，再造茶苗生长环境，使其犹如
生长在山间。
茶园与杭州茶叶研究所、复旦大学新材

料研究所合作，经过 !年努力成就了这一“上
海本帮茶”。制茶工艺上，根据上海本地市场
更习惯于喝绿茶的特点，“得泉”茶在沿袭大
红袍的制作古法同时有所微调，如今年就采

用轻发酵，将传统大红袍 +%,红 -.,绿的发
酵程度改变为 '/,红 #/,绿，偏向绿茶的口
感，清香之气浓郁，口感更加清醇。
据悉，枫泾镇计划将茶园与城市休闲旅游

相结合，打造沪上首个茶文化旅游基地，邀请
市民来到茶园，亲手采摘茶叶，体验茶叶的制
作全过程。

本报记者 范洁 郭新洋 摄影报道

沪上最大茶园
开采“上海本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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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
城”。!月，上海进入柳絮飘散的高峰期，
漫天飞絮引发咳嗽流涕、皮肤发痒等过
敏反应，堆积过密还易诱发消防隐患，无
疑是绿化养护的“老大难”。而在松江多
个公园，市民游客不用再为此烦心，园林
绿化部门通过给柳树打针“节育”，有效
控制扰人飞絮。
近日春光正好，松江思贤公园内，数

十株垂柳与湖面相映成趣，风起叶动，婀
娜多姿，游人驻足拍照留念。有趣的是，这
个绿柳成荫的公园内几乎看不到飞絮。
原来，柳絮就是柳树的种子，而每年

春末正值柳树的繁殖季节，此前“对付”
飞絮，多用高位嫁接、花序脱落、高压喷
药等方法，或见效缓慢，或污染环境。从

&.'!年起，松江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引
进一种生物干扰制剂———“抑花一号”，
通过对柳树的激素调节抑制飞絮产生，
通俗而言，就是给柳树打“节育针”。
“将‘抑花一号’针剂注射至柳树体

内后，会随着蒸腾作用扩散到树冠等各
个部位，使原本分化为花芽的组织分化
为叶芽，第二年这株柳树就不开花、少开
花，便不会大量飞絮了。”金山区园林管
理中心总工程师曹嵘嵘介绍。只见植保
技术人员根据树木的粗细，在树干上钻
一个或多个孔，随后用注射机打入药剂，
最后则以专用涂膜剂封堵注射孔，帮助
树木吸收药物、快速愈合、防虫钻入。
据悉，松江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先

后对思贤公园、中央公园、市民广场的近
#..株柳树陆续施针，经过观察比对，发
现有效抑制 ).,以上的飞絮，曾经柳絮
铺满水面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与传统方

式相比，“打针”无污染、无药害，抑制效
果也更明显。
打针节育后，是否会影响柳树的生

长？工作人员介绍，通常在柳树花芽分化
的前后 '/天内注射“抑花一号”，在防治
飞絮的同时，还能将柳树生殖所消耗的
营养转化至生长上，不仅无损柳树自然
生长，反而使其更加枝繁叶茂。
“开始觉得很奇怪，整个公园竟然看

不到柳絮，我们老人和小孩身体比较弱，
容易过敏，现在就不担心了。”陈阿姨一
家住在思贤公园对面，这段时间只要天
气晴朗，她就带着孙儿来这里踏青游玩。
少了扰人的飞絮，市民漫步公园水

岸，便可尽情享受春意盎然。此外，除了几
大客流密集的公园，园林绿化部门还听取
市民的反映与诉求，对多条道路的街旁柳
树也注射药剂，营造舒心的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范洁 通讯员 沈莉娜

又到四月“漫天雪”柳树打针治飞絮
观景台

! ! ! !天气渐热，正是甜瓜上市好时节。近日，
记者来到浦东祝桥镇红三村的周兰家庭农
场，只见那白皮胜雪、绿瓤如翡，西薄洛托和
玉菇这一对甜瓜“好兄弟”在棚里“列队”整
齐。用当地赫赫有名的“瓜王”周氏兄弟的话
来说，他们种瓜 ++ 年，过去的瓜是“东藏西
躲”，歪歪扭扭，如今这瓜藤仿佛被木梳梳理
过，结出的瓜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浦东甜瓜
合作品牌联社的老法师点评了一句：“瓜藤整
齐可不仅仅是长得好看、徒有其表，而是田间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周氏兄弟连
连点头，作为当地最早种西甜瓜的农户，如今
这瓜与过去真是大不相同。

*/岁的大哥周志明从 ')#!年分田到户
时就开始种西甜瓜。那时，祝桥和整个南汇沿
海一带都以种植粮棉为主，#!&!西瓜也还没
从新疆引入上海。老周是祝桥第一个瓜农，没
有师傅教，全靠动脑筋。如今，南汇西甜瓜都
住进了钢梁大棚，++年前，老周的四亩“伊选”
西瓜住的是他自己发明的毛竹矮棚。现在看
着简陋，当时却在南汇引起了一股参观潮。到

了 ')#-、')##年，老周种的西瓜已经代表祝
桥连续获得两次上海市金奖。

上世纪 #.年代，西瓜是个稀罕物，一千
克的田头价就能卖到六七元钱。#.年代末 ).

年代初，弟弟周国民也弃工务农，跟着大哥种
瓜。'))'年，他们高价购买日本进口的伊丽莎
白种子，开始种甜瓜，并且在有了优质品种西
薄洛托甜瓜之后，又大面积改种西薄洛托。天
道酬勤，他们的 &.亩甜瓜地，一年就有 &.万

元的收成。
'))!年，周志明还做起候鸟，远走云南种

甜瓜，利用当地气候温暖的特点，巧打时间
差，在早春就让上海市民吃上了软糯多汁的
甜瓜。当地人认识甜瓜后，跟着老周足足种了
''年。

++年过去了，周氏兄弟依然没落伍，样样
走在前面。去年，他们率先加入了浦东农协会
牵头成立的浦东甜瓜品牌合作联社，按照“统
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质量、统一价格、统一
包装、统一商标”这“六个统一”，让南汇甜瓜
成为了标准化的农产品。

就拿施肥来说，最早没有化肥农药时，西
甜瓜都是自然生长。后来有了化肥农药，用多
用少全凭农户手感。现在，农协会和联社规定
所有成员合作社和农户都要用饼肥、有机肥
和高效低毒农药，定期检测药残，种植才又开
始“返璞归真”，让市民吃得更加美味放心，同
时，瓜农也能卖出更好的价钱，实现农民和市
民的双赢。

种了这么多年瓜，老周说，品种、技术和
包装都变了，对种植的初心和韧劲从来没有
变，所以，兄弟俩种植西甜瓜的面积已达到两
三百亩，带动农户二三十家，“瓜王”招牌依旧
锃亮。 本报记者 孙云 摄影报道

祝桥“瓜王”：返璞归真别样甜

! ! ! !金山区漕泾镇东海村的方思
怀老伯，已经 )&岁高龄，由于患
有高血压、冠心病和老年痴呆症，
重度失能生活难以自理。&月起，
来自上海卫夷护理站的中年护理
员王明芳，每天准时上门为老人
整理床铺、清洁面部、温水擦浴，
服务完成后，家属签署确认书，对
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时间、质量
加以评价，而这一小时的全套护
理，方老伯每次只需支付 *元钱。

重度失能护理每月 '#&.元，
轻度护理 -#.元，其中保险基金支
付 ).,，个人自负 '.,……继去年
探索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后，今年
初，金山区率先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长护险”面向达到一定护理需求
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
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截至 !月上
旬，金山已评估高龄老人 &+/+人，
符合“长护险”的有&'-+人。
目前，金山区 ++个护理服务

机构，已纳入长护险定点单位。通过
培训，''+#名护理人员进入长护险
信息系统，包括执业护士、中高级养
老护理员等。根据评估等级，他们在
!.多项服务内容中，为每位老人量
身定制照护内容。对于轻度失能的
老人，护理机构就将服务时间适当
减少，费用也相应降低。

例如，朱泾镇长浜村新苑七
组的 -)岁老人顾秀宝，患有高血压、中风，
评估等级为轻度。每周一、三、五，护理员盛
惠平上门照顾，按照标准，老人每月护理费
用 -#.元，每天只用自负 &(/元左右：“这点
费用个人完全承担得起，既享受护理照料，
又减轻经济负担。”

通讯员 沈永昌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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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风拂面，鸟语花香，快到家门口体验
文化盛宴。明天，第七届张庙社区“老街·
新居”市民文化节暨“文化嘉年华”主题活
动将拉开帷幕。
令居民们期待已久的异香大舞台明天

就将拉开神秘面纱……传统舞蹈、地方戏
曲、奇幻魔术、酷炫街舞、风尚乐队五大专
场展演分段进行，令人目不暇接。体育嘉
年华活动中，陆上赛艇、少儿四驱车欢乐竞
速、亲自投篮、亲子趣味飞镖等体育竞技项
目让一个个家庭乐在其中。开幕式上，张
庙社区的能人巧匠们还将把他们的拿手绝
活展现在大家眼前，让市民更近距离感受
到民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张庙“老街!新居”
市民文化节明开幕

! 植保人员正为松江思贤公园内的柳树打!节育针" 张哲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