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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农业
!"#占比不足 $%，但就是这“微不
足道”，对上海而言恰恰“不可或
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
农业，而上海正在探索一条推进都
市农业供给侧改革创新之路，全力
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 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万亩农田、约 $))万吨粮食生
产（仅相当于一个产粮大县的耕地
面积和产量），都说上海是典型的
“小农业”，但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小农业”做出了“大文章”。

上海的“农”字怎么写？近日，
记者走访金山、崇明、嘉定，在田间
地头见证了一个个创新、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鲜案例。

保留农田造公园
上周，记者实地探访了正在建

设中的嘉北郊野公园，作为上海先
期启动的“*+&”郊野公园建设项目
之一，嘉北郊野公园总面积约 $'平
方公里，今年 ,月，郊野公园一期就
将试开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期的 -平

方公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昔日的违章搭建和破旧厂房被
$-座景观桥、蜿蜒数十公里的流
水、以及成排的树木取代，视线所及
十分开阔，小河里已经有心急的野
鸭成群嬉戏争春。

而公园最有特色的，是完整保
留了农田，并且在公园中新增耕地
近百公顷。“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春
播，'*))亩农田将种下水稻，以原
来的农民为主，一期试开园时，游客
在园内就可看到滚滚稻浪。到深秋
时节，游客还能看到联合收割机等
农机在稻田里作业。”

'*))亩农田，接近一期总面积
的一半，这样的设计在上海 -座郊
野公园中独树一帜，国际上也没有
先例。“一座好的郊野公园，就是不
能破坏这里本身的地貌特征。”一
名参与设计的设计师告诉记者。而
公园施工的负责人表示，在土地资
源紧缺的背景下，嘉北郊野公园在
建设中始终秉持“尊重、修复、提升、
激活”的原则，在不改变农村用地的
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农田林网、河湖
水系的肌理。
根据规划，建设过程中，相关部

门拟整理现状建设用地 .&- 余公
顷，建成后可实现建设用地净减量
$')余公顷，规划新增耕地近百公
顷，新增林地 ./公顷。

目前，-座郊野公园中，金山廊
下郊野公园、崇明长兴岛郊野公园
以及青浦青西郊野公园都在去年开
放，除了嘉北郊野公园外，闵行、松
江还有三个郊野公园正在建设中，
且各有特色，比如闵行区浦江郊野
公园，将是最大的秋景公园；松南郊
野公园以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林、
经济果林为生态肌理，可以在森林
中游览浦江。
“&)$- 年底，随着 - 座郊野公

园的开放，上海的东南西北就都有
了郊野公园，平均面积达到 &)平方
公里。”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陆

月星欣喜地说。
“上海此次的‘郊野公园规划’

在全国非常超前，在一些结构性的
通风口、自然河流等生态敏感区域，
预留了绿色用地，这对未来城市的
发展非常有意义。”参与三座郊野公
园设计的设计师丁一巨表示。

一颗草莓探新路
走进位于金山区廊下镇的草莓

研发中心，一排排不同品种的草莓
植物映入眼帘，清新草莓香气扑鼻
而来。园区以草莓文化为主题，将生
产、生态、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致力于提供干净清洁的采摘环境。
在该园区内，游客不但可以观赏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 $0个新奇草莓品
种，还能参与草莓烘焙 "12课程，
享受创意体验带来的乐趣。
金山区农委主任张亚军说：“只

有特色农业做精，才是产业融合基
础，延伸农业产业链。”
“这里可以提供研究大棚、高架

棚，让我们有机会尝试培育脱离地
面的草莓，可以说大陆的农业科研
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来自台湾的
陈慧茹如今在金山区草莓研发中心
的鸿俪农业公司担任执行总监。
金山区草莓研发中心主要生产

草莓，引进优质品种示范种植，建设
草莓品种资源圃。陈慧茹所在的公
司于去年入驻该中心，肥料和种植
技术均是与台湾的合作成果。现在，
这里除了草莓采摘、附加产品销售
外，还引入了观光农业的概念，游客

可以在草莓学院体验草莓的种植成
长过程。草莓不仅可以一颗一颗吃，
而且可以制成披萨、蛋糕和饼干。
在金山，还有一批探索现代农

业模式、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企
业正在成长。&($0年，金山区被国
家发改委列为全国 $.-个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县），金
山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探索
出了一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

减麦增绿助环保
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生态

环境的有效保护至关重要。需要控
制的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
药、畜禽粪便和秸秆。为此，崇明正
在展开新一轮的“减麦增绿”，&($0
年秋播供种统计，崇明“二麦（大麦、
小麦）”供种面积为 &3' 万亩，比
&)$*年秋播供种减少 /)40%；绿肥
供种面积 &-5&万亩，比 &)$*年秋
播供种增加 '.5&%。
在崇明区新村乡新乐村，原本

成片的麦地，已经被紫云英、油菜等
绿肥品种取代。村民说：“紫云英是
去年新村乡试种的绿肥品种，新乐
村播种了 '.)亩。种得最多的是油
菜，在新中村、新国村试种油菜总面
积 &)))亩。”
“油菜和紫云英，除了可以改善

土壤，油菜、紫云英的花还有观赏价
值。”新村乡农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施
善新介绍，“今年新村乡绿肥种植面积
达 $**0)亩，比去年增加近万亩。”
近年来，崇明粮田面积维持在

.)万亩左右，种植方式实行水稻和
“二麦”、绿肥轮作。不过，种植“二
麦”弊端不少。不仅受天气影响大，
而且经济效益不高，而最让人揪心
的是，种植“二麦”用肥、用药量大，
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对于“减麦增绿”的种植户，上
海市、崇明区均提供一定补贴。对本
市户籍、列入崇明区绿肥种植计划、
连片种植 .)亩以上且后茬种植水
稻（绿肥6水稻）的种植户和种植机
构，绿肥种子由崇明区相关部门统
一供种，还可享受市、区两级财政提
供的种植补贴：镇（乡）域范围内土
地的种植户和种植机构，绿肥每亩
种植补贴 ..)元；区属种植单位、镇
（乡）属地化上报的种植户和种植机
构，每亩种植补贴 &/)元。

养猪场成生态园
嘉定一处集体建设用地上的闲

置养猪场，却成了农村土地改革创
新试点具有突破性的“试验田”。

上周，上海市农委、上海市规划
国土资源局、上海市旅游局联手开
展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设施布
局规划用地试点，首批试点项目确
定了 '个，就包括嘉定沥江生态园。
“国家一直在出政策支持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但在各地实
施过程中遇到了经营性设施用地瓶
颈等问题，许多经营性设施无法真
正落地，集体建设用地只用于公益
事业项目。”上海市农委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沥江生态园在嘉定人气极高，
&))'年，一个名叫沈维高的浙江人
把嘉定工业区一个闲置养猪场转型
成为农家乐，在这里，鸡鸭鱼肉甚至
酱油、米醋、牛奶都坚持土法自制，
经过 $)年，发展到一年接待游客几
十万人次，光是自酿的米酒一年就
要卖掉几万斤。

&)$*年，沈维高获悉沪通铁路
会从生态园横穿而过，近一半面积
被铁路建设相关部门征用，生态园
拆除不可避免。“对我来说就是灭顶
之灾。”就在沈维高准备放弃之时，
&)$0年 ,月，沥江生态园进入上海
市农村集体用地转型试点的公示名
单，随着最新规划出炉，生态园不仅
保住了，而且面积增加了两倍。
记者了解到，用于沥江生态园

的经营性设施用地，其产权归村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资金投入由经营
者负责，有偿租赁给经营者使用，需
确保村集体组织无风险地增收，既
有每年约定增长的租金，又有保底
分红的收益。
除了沥江生态园，上海首批农

村集体用地转型试点项目还有松江
雪浪湖、青浦枇杷园和崇明开心农
场。这些项目，如果符合相关规划，
通过审批后，可打破瓶颈，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餐饮、住宿、农产品展
销等经营性项目。据悉，试点项目必
须经过严格审批，保障集体经济组
织及广大成员的合法利益，并将自
身的休闲农业发展与地方民俗、文
化、农业、旅游等特色紧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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