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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时节进入肃杀的寒冬，走进青浦朱
家角的大千农庄，却依然让人感受到了生态
农业的勃勃生机。原来以大千美食林而名噪
一时的黄海伯，!"年前转而到这里干起了农
活，躬耕田亩。在瑟瑟冷风中，他领着记者巡
视 #$$亩庄园的农田、湖泊、特种养殖场，感
叹岁月如梭，多年耕耘终于结出累累硕果。

退出餐饮从源头做起
黄海伯的名片不以董事长自居，而用“首

席农夫”示人。说起萌生务农的念头，还是源
于 !$多年前从事餐饮业时受到的刺激。市面
上买的一盆黑木耳，下面是铅粉，阴干后增加
了分量，够“黑”的。买的鱼，鱼肚子里有一把
铁钉，也是为了增加分量多获利。还有龙虾，
放在案板上，所有的虾脚都是瘫软的———被

注水太多所致。这怎么得了？这是吃的东西
啊？

知难而退，黄海伯要从源头做起，让人吃
到安全放心健康美味的农产品。于是，没有任
何张扬，大千农庄默默诞生，苦心经营 !"年
之久，终于建成一个以青浦为始发地，辐射长
三角、华东地区和远涉内蒙古的一套完整齐
备的生态农业基地。

奉行!露地种植"理念
在设施农业蓬勃兴起的今天，大千农庄

依然奉行露地种植的理念———承天地之阳光
雨露，这是上苍赐予人类的。国家农业部近年
颁布了不少限制使用化肥、农药的规定，而这
里却率先或者说早就实施了不用化肥和农药
的耕作方法。

!"年来，大千在 #$$亩庄园里，采用经过
熟沤的禽畜类粪便及杂草落叶作为有机肥
料，不仅滋润了土地、肥了庄稼，还维护了园内
整个生态环境。对于病虫害，只以生石灰、辣椒
水、黑光灯、“波尔多”液等对病虫害进行有限防
治，保证出产的农产品符合有机食品标准。更
重要的是，保护全程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
在大千农庄，可以生吃的蔬菜多多。尝过

这些蔬菜的客户，都说“小时候吃的味道”回
来了，过去这些味道被化肥农药破坏了，现在
用真正的生态复原方法，又把它找了回来。

守护生态善待环境
做农业，照样可以精彩无比。昨天在庄

园，黄海伯非常自豪地指着水面上的白鹭灰
鹭说，它们晚上栖息在庄园的湖上，早晨飞到

淀山湖上去吃鱼。青蛙、蟋蟀、知了、蜘蛛、蜥
蜴、刺猬、鼩鼱等等许多在城市中消失的动
物，如今群聚于庄园内的珍禽岛、异兽圈。正
是得之于生态的修复和喂养，上海郊区“失
联”二三十年的萤火虫也回来了。
十多年来守护生态、善待环境，换来了绿色

回归、环境友好：小草丛生，杂树横陈，四时水清
木华。黄海伯还告诉记者，上千个黑天鹅家庭
在园内天鹅湖畔生息繁衍，这里是世界上最大
的天鹅基地。记者核实无误，唯有致敬。

如今，能玩能住的大千生态庄园与东南
的朱家角古镇、西南的东方绿舟，构成了青浦
水乡旅游的金三角。此外，大千农庄的生态模
式不断向外延伸，在浙江临安饲养杂交野猪，
在江西租下了 !万多亩地种植有机食品，还远
到内蒙古包地种苜蓿草。 本报记者 朱全弟

! ! ! !本报讯 年末岁初到来之际，宝山区月浦
镇聚源果蔬园艺场通过国家农业部蔬菜标准
园评定，这是该区第一个获得最高级别的蔬
菜园艺场。
以前，蔬菜生产流程全凭个人经验，下种

的日子，用药的时间，用药的名称，蔬菜产出销
到何处，全凭个人记忆。现在一举一动都输入
了电脑专业档案：谁领了种子、化肥、农药，什么
时候用的是什么药，用在哪一田块，用在哪种蔬
菜上，还要在田头张榜公布，供大家监督。

聚源果蔬园艺场从创建国家级的蔬菜标
准园以来，上级部门每次突击抽查上市的蔬
菜，合格率都是百分之百。因此，他们产出的蔬
菜被称为放心蔬菜，畅销于本市各大超市以及
农贸市场。同时，也给园艺场带来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今年净收入比去年增加 %%&，盈利部
分的 #$&将用于员工的劳动分配。'史美龙(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全弟）昨天上午，一起
在长江口水域实施违法倾倒废弃物的案件
在上海市海洋局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

%$!)年 !$月 *日，上海市海洋局执法
人员在执法巡查中发现，某公司的倾废作业
船只在长江口水域实施违法倾废，经立案调
查，认定某公司违法倾废的事实属实，并决定
予以罚款 #万元的处罚。在按规定将处罚意
见告知某公司后，应其申请，昨天下午，市海
洋局就此案处罚决定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市海洋局海监上海总队案件

承办人介绍了案件调查基本情况、执法程序
及处理意见；该公司代表就案件事实认定及
处理发表了申辩意见；双方展开辩论。根据
《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市海洋局将根据
案件事实，在充分听取并考量听证申请人提
出的意见和主张后作出最终行政处罚决定。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全弟 通讯员 朱敏
欢）金瓜好吃但难以储存，如何寻找销路成
了金瓜种植户的一桩愁事。立足崇明的农本
蔬菜专业合作社，积极解决村民销售难题，
为村民解除了后顾之忧。

记者日前在联益村金瓜收购现场，村民
把一个个金灿灿的大金瓜搬到磅上称重。倪
小芳阿婆告诉记者，她今年种了半亩金瓜，
由于气温适宜，金瓜获得了大丰收。因为前
期收购价每斤只有 *角，就没舍得卖。可存
放久了，非但价格没上去，金瓜还开始腐烂，

急煞人了。另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
年金瓜多了，卖不掉，去年种半亩换到 )$$$

元，今年不行了。原来卖得早价钱便宜，卖得
晚价钱高，今年倒过来了。

与倪阿婆面临一样难题的，还有陆松涛
老伯等村民。陆老伯今年种了 %亩金瓜，往年
亩产值可达 #$$$元左右，但今年连销路都成
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找了农本蔬菜专业合作
社，希望合作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销路。

农本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俞建荣告诉记
者：我每年从农民那里收 +万多公斤的金

瓜，今年本来收购期已经结束了，结果江口
联益村的农民找到我们厂里，说家里还有金
瓜。我说行，把它收下来吧，不然要烂掉了。
刚好我们也需要，互惠互利。

走进农本蔬菜专业合作社，地上堆放着
大量的金瓜，合作社内一派忙碌：工人们正
忙着给金瓜去皮、切开、去籽、腌制。这些收购
回来的金瓜，通过前期初加工以及后期深加
工，将生产成开袋即食的包装制品。目前，合
作社已经陆续收购了 %,+万公斤金瓜。这几
天，一位工人平均每天要加工 !+$$只金瓜。

金瓜作为崇明一大特产，因其口感清
脆，营养丰富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农本
蔬菜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通过对金瓜进
行深加工，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又
切实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难题。

! ! ! !本报讯 来自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的
江苏省如皋市农副产品，连续 "天在江杨农
产品批发市场展销，上周日圆满结束。展销的
成功，最终促使如皋市下决心“落户”江杨批
发市场，通过经销商将如皋农产品进行长期
批发。

市民李先生夫妇几年前曾到如皋游览，
购买过两种酱菜：脆爽萝卜片、酱香洋姜片，
感到十分可口。未曾想在这次展销会上，他又
意外见到了这两样酱菜，便不由分说地各买

了一大包，打算回去后分给子女和邻居们，让
他们尝尝味道。如皋市农委负责人见到这情
景，不禁面露喜色。据介绍，“如皋脆爽萝卜
片”相传已有 *$$多年的生产历史，其色泽黄
橙，芳香独特，咸中带甜，具有香、甜、嫩、脆的

特色，远销日本、韩国、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如皋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如皋的许

多农副产品皆为绿色产品。如皋黑塌菜是当
地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之一，它的
所有叶子一圈圈叠起，平平地摊开，吃口比上

海本地菜更胜一筹。它从 *月 %$日开始播种，
!$月中旬开始移植，等第一遍霜打以后才大规
模上市，而霜打以后的黑塌菜尤为香糯，入口后
咀嚼无渣，回味清新。如皋芋头也与众不同，此
外，如皋的白萝卜、白蒲黄酒、猪肉和禽类产品，
也都借助当地的水土和种植、养殖、加工优势，
成为闻名遐迩的“绿色佳品”。如皋市副市长杜
永红表示，通过与江杨市场对接，今后将采取多
种渠道，让上海市民吃到如皋优质农产品。
特约通讯员 赵荣发 本报记者 朱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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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西沙湿地芦苇荡 ! ! ! !浅黄色的芦苇茫茫无边，增加了冬天的萧索和凄美。崇明西沙湿地芦苇荡，其原
始生态景观成为上海市民冬季出游的好去处。 种楠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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