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菊观：廊下“第一厨娘”

采访札记!!! 融合发展 ! 徐利刚

︱
︱︱
访
金
山
区
委
书
记
杨
建
荣

打
造
市
民
郊
游
度
假
后
花
园

责任编辑∶张智颖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投稿：xmcsj@wxjt.com.cn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6 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

百姓梦

"

李
阿
婆
又
烧
出
一
锅
可
口
的
菜
饭
张
龙

摄

指导单位!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新民晚报 钱江晚报 合肥晚报 协办单位!姑苏晚报 盐城晚报 泰州晚报 江海晚报

上海郊区生态文明行
!金山篇"

"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廊下镇万亩粮田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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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吕巷镇白漾村# 走进施泉葡萄园采

摘大棚#但见葡萄架上串串葡萄鲜艳饱满$

!"多岁的卢玉金##"年前来到金山# 把在

浙江种植优质葡萄的经验带到这里发扬光

大$现在#施泉葡萄通过了农业部绿色农产

品认证# 在近年的全国优质果品评比活动

中屡获佳绩$

卢玉金扎根上海金山发展% 在浙江海

盐# 一对同济大学毕业的夫妇放弃了上海

的事业#在那里搞起了生态农业%上海光明

集团在江苏大丰建起了大规模的食品生产

基地$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推进#

长三角的融合已成为常态$

在合肥#与包河区委书记胡启生聊天$

这位北大博士说#作为安徽的第一城区#许

多管理经验学自于上海$ 而在与崇明县委

书记赵奇的访谈中知道# 崇明将组织考察

团去包河交流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就这样#长三角地区要素不断积聚#深

度融合#联动发展$

! ! ! !严谨细腻、条理清晰，
这是金山区委书记杨建荣
给记者的印象。杨建荣开
场就讲起他参加十八大在
小组会上的发言，切入点
就是生态文明。
杨建荣说，生态文明

是一个重大命题。很多国
家走的都是一条传统的发
展老路，对环境造成很大
破坏。时代发展到今天，!"
亿人口的中国显然不能再
走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
若不如此，对环境的冲击
力和破坏力要比其他国家
大得多。
杨建荣说，金山原来

是农业区，上世纪 #$年代
在金山区域内建了著名的
上海石化，当时全国 "件
“的确凉”衣服，有一件就
是金山石化生产出来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金山形
成了化工产业集聚的特
点，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
任务更加艰巨。对此杨建
荣认为：金山的转型发
展，确定了从“一业特强”
到“两业并举”。一方面巩
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能
级，另方面积极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原则上化工
产业园区外不再搞新的化

工项目，原有的化工项目也要关停并转。杨建
荣说，要建设好生态文明，金山需比别的地方
花更大的力气。今后，金山要以国际标准为准
入门坎，引进的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去年，杨建荣去德国考察，世界化工巨

头巴斯夫公司所在的路德维希港令他感慨
万千，这里不像化工城，是个花园城市，曾
经黑臭的莱茵河，现在清澈地流淌。

因此，谈到金山新城规划，杨建荣说，
一定要把生态文明这篇文章做好。相对郊
区一般新城 !$$平方公里 !$$万人口的规
模，金山新城规模要小一半，只有 %!平方
公里。金山现有耕地面积 "&万亩，可以打
造出“百里菜园、百里果园、百里花园”的生
态区。现在的金山，已不是远郊、农村、化工
的概念，而是创业、宜居、和谐的所在，一定
会成为上海市民郊游休憩度假的后花园。

本报记者 朱全弟

钱江晚报记者 吕忆真 合肥晚报记者 李磊

! ! ! !九月的乡间廊下，多少年来山塘河水静静
地流淌，不曾搅动村里农家平静的田园生活。
改革开放后一阵阵春风吹来，美丽的廊下村在
发展大潮的推动下踏上致富大道。廊下镇中华
村 !!!"号李菊观阿婆，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
实的农家妇人，有过辛酸有过甜蜜，最后在盛
世赶上了“翻身道情”的好辰光。

很久很久没有去引用这样一句诗了，“弄
潮儿向涛头立”，寓意走在风口浪尖的人。今年
#"岁的李菊观阿婆竟也成了向涛头立的弄潮
儿。八九年前，上海锦江集团到廊下试点搞农
家乐，动员农民把富余的屋子和房间“流转”出
来，由锦江帮助改建装修，然后进入市场出租
给游客。在没有任何合同、协议的情况下，阿婆

就一口应允：“你们去弄吧。”这样好说话的纯
朴老人，让“锦江”感动了，队伍施工了，三上三
下的房间修缮一新，阿婆留下一间自己住，其
余都作了客房。

也许阿婆也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勇敢
者，她跟上了农民致富的时代潮流，站在了“廊
下之船”的船头。

'$$#年 (月 !'日，李菊观阿婆的农家
乐迎来了一位领导同志，一点没有架子地和
阿婆聊天，他问阿婆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最
后在她家吃了阿婆烧的一小碗菜饭，称赞菜
饭很香，可以到上海去卖。到了门口，他又停
下脚步，走回来和李阿婆照了一张像。领导
同志走后，阿婆知道了，这位领导就是时任
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

阿婆的绝活是用农家大灶烧菜饭。阿婆对
记者说，她烧的菜饭，用的是自家自留地的新
鲜蔬菜，镇里万亩粮田生长的粳米和糯米，为
了保证传统农家菜饭的原汁原味，她一定要用
猪油，这比用菜油烧出来更香。习近平同志曾
经到访，让阿婆名声大噪，她被誉为“廊下第一
厨娘”。记者问阿婆，为客人烧菜饭一个月有多
少收入？阿婆说，七八百元吧！八九月高温天超
过千元。阿婆心很平，她最后还补充一句：“可
以了。老也老了，还能赚钱。”
廊下的山塘河不停地流，虽然它离开李菊

观阿婆的地方有点远，但是流啊流，竟也带起
阿婆生活的涟漪和微澜……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前不久，金山区廊下镇友好村村民田祥
明与政府签订了搬迁协议。今年年底前，他家
四口人将迁入金廊公路以东、景钱路以北的
特色民居内。与田祥明一样，廊下镇的南塘、
南陆、友好三个村的 !!%户村民也签订了特
色民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按照计划，于今年
年底前入住特色民居一期工程。涉及友好、南
陆、山塘、景阳四个村 )$*户居民的特色民居
二期工程，年底前也将启动建设。“我们是原
宅基地置换新宅基地，土地腾出来可以更好
地发展万亩粮田建设……”田祥明如是说。

的确，廊下特色民居建设就是为了保护
万亩基本农田建设，使这片万亩粮田成为名
符其实的“绿色粮田”。

日前，我们来到金山区廊下镇的万亩粮
田采访。一路走过去，满眼都是或翠绿或金黄
的水稻，一直伸向远方，稻田两旁的水泥路，
成排乔木井然壮观。栽树时，有人说树荫会影
响水稻生长，其实影响微乎其微，与大生态效

益相比，损失些许粮食颗粒可以忽略不计。如
今，廊下镇不仅有沪郊十分罕见的连片田园风
光，还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及经营模式。万亩
粮田不仅仅是种出稻米，还是农业生态示范区
和观光旅游资源区。

在万亩粮田的南端是南陆“稻鸭米”生产
基地。随着基地农业工人马师傅的几声哨响，
稻田里顿时响起了铺天盖地的鸭叫声。很快，
几只灰褐色的鸭出现在田边，接着，无数只鸭
拥了过来，争抢马师傅撒过去的小麦饲料。这
些江西麻鸭，就是万亩粮田“稻鸭共作模式”
的角色之一。

金山区农技推广中心于 '$$& 年首次在
万亩粮田探索了“稻鸭共作”种植模式，结果
大获成功。由于生态循环种植，水稻也取得较
高产量，其品质、口感大幅提升，在上海市稻
米评比中一举获得银奖。稻与鸭，构建起了生
态循环链。鸭在水稻秧苗间来回游走，可以吃
田里的草籽、虫子和野草，除虫又除草。而它

们的粪便，则是天然的有机肥，可以让水稻得
到必需的养分。鸭每天在田里来来去去，还使
秧苗的通风性更好，而土壤被不断“耕耘”，也
使水稻根系更发达。因为这样，化学农药、肥
料也派不上用场了，环境污染自然也减少了。

马师傅介绍，“稻鸭米”当时卖到每千克
!(元，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 !$$$只
“稻田鸭”更是紧俏，每只售价 !$$元，比普通
鸭翻一番还多。如今，“稻鸭共作”的面积不断
扩大，使廊下成为上海郊区最主要的稻鸭米生
产基地。基地还把“稻鸭共作”总结成一套标准
推广到农户，让农民种植水稻也能实现增收。

确实，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市郊农
业生产者也在开动脑筋，让原本缺乏吸引力
的粮食生产变得生动起来，让成片粮田充满
生机与活力。目前，廊下万亩粮田示范区已培
育了 %$户标准化种粮示范户，成功打造出
“农飞大米”、“顾家大米”、“好恰大米”等优质
大米品牌。金山报 马燕燕 本报记者 朱全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