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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气温骤降，是否会对市民的“菜篮
子”造成影响？据市农委介绍，近期地产蔬菜
产销总体平稳，以青菜为主的地产绿叶菜供
应数量充足，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目前供应上海市场的蔬菜中，地产蔬菜

与客菜的比例大约为 !："。客菜方面，由于多
处遭遇降雪，运输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但近

期地产蔬菜产销总体平稳，以青菜为主的地
产绿叶菜供应数量充足，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据统计，地产蔬菜在田面积 !!#$万亩，其中
绿叶菜 %$&'万亩；地产蔬菜日上市量 (')*

吨，其中绿叶菜 !*'*吨。据定点监测，青菜每
公斤田头交易均价 $+,%元，没有偏离正常的
价格波动范围。 罗菁

! ! ! ! %*,!年，一群 -*、.*后带着一腔热血，
放弃白领工作，在奉贤成立了上海末农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农民身份开始创业。近
日，合作社发起人孙鹏站在了奉贤区第一届
“十佳”新型职业农民的领奖台上接受表彰，
分享创业中的酸甜苦辣，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也走入田间地头。

,.--年出生的孙鹏家乡在奉贤区金汇镇，
大学毕业后曾经是一个公司白领，过着朝九晚

五的生活。%*,!年孙鹏
看好农业发展，决定回家
种地。作为一个农家子
弟，农业对他来说既
熟悉又陌生，虽然从
小耳濡目染看着父
母种地，但却很少亲

自尝试。搭大棚、铺薄膜，开沟、做垄，排水、灌
水，一切从零开始，充满了挑战。他将合作社起
名为“末农”，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农业户口，从
他之后，农民已经从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
经过调研，孙鹏决定从种植草莓开始。他

在金汇镇光辉村租下 ,'亩地，用了两个多月
将一片荒地变成了一个草莓采摘园。种植过
程中，他还不断去农科院、农委、农技中心了
解草莓的最新种植技术，还与有多年种植经
验的老农们交流，多方面汲取种植知识。

%*,!年年底，草莓园第一批草莓成熟了，
果实饱满欲滴，吃上去味道还特别浓郁。孙鹏
带上这批草莓，去大连金州参加第四届草莓
文化旅游节擂台赛，意外捧了个金奖回来。
如今，合作社开办已有三个年头，最初的

,'亩草莓园已扩展到如今的 "*亩果园、,**
亩水稻田，合作社的农作物也越来越丰富，无花
果、蜜梨、黄桃、水果玉米、西甜瓜等，不仅带动
了周边的农户，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加入。
孙鹏告诉记者，大学生种地听上去很有

吸引力，但还是要下苦功夫，每天泡在田里，
并且不断试错才能取得进步。虽然目前事业
还在起步阶段，但他相信，只要沉下心坚持下
去，一定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邵毓琪

! ! ! !提起“桃花源”，对于它的出典大
家都耳熟能详。但说到“梅花源”，恐
怕就鲜为人知了。在梅花初绽之际，
上海史专家、市政协委员朱少伟告诉
记者：明代沪郊曾有“梅花源”，如今其
故址犹可寻。他建议开发利用“梅花
源”，使“桃花源”和“梅花源”两个文化
典故有所呼应，相得益彰。同时，也是
对沪郊人文底蕴的一次深度挖掘。

御史广植梅
据朱少伟委员介绍，早在明代后

期，王圻便于沪郊兴建了一个驰誉遐
迩的赏梅胜地———“梅花源”。
王圻的祖籍为嘉定江桥，在京城当

御史期间，因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受到
权臣忌恨，曾接连遭贬。卸职还乡时，
“植梅几千株，引水环绕，花开香闻数
里”，每年花开季节八方游客驾舟而来，
情趣远非别处能比。他还在这里辟侣鸥
池、架石桥、垒土山，题名“小邓尉”。
“梅花源”原系王圻书房外的花

园，后来周边植梅成千上万株形成胜
景，才成为王氏整个私家园林的名称。
随着它的声名远扬，以及当地人口的
迅速增加，附近慢慢出现集市，乡民们
谓之“梅源市”。

胜境历动荡
入清，因社会动荡，“梅花源”的建

筑物逐渐破败。到嘉庆、道光年间，其
故址已演变成“梅花村”。朱少伟委员
判断：“根据前人文献的记述，至清末，
‘梅花源’的梅林依然有残存。”

由于沪郊历史上行政区划屡有变
化，王圻与现在上海的嘉定区、闵行区、
青浦区都有地缘。这样，“梅花源”故址
究竟坐落于何处，就变得难以确定了。

民间有传闻
朱少伟委员曾多次赴沪郊探寻“梅花

源”故址。在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一些老
人向他讲述了王圻爱梅的传说，并告知
这里旧有“大宅里”地名。当地还有相传
为王家祠堂（问梅堂）残存的老房子。
这一度使他陷入迷惘，但通过分

析，很快就豁然开朗：古代的私家园林
实际跟农庄差不多，无严密、正式的围
墙；当年，王圻在隔吴淞江而相望的江
桥、诸翟应均有宅院，并皆以梅著称，
遂使两地都存有被视作“梅花源”故址
的模糊印痕。

不久，他在《上海地名志》中发现
有这样的记载：“大宅里位于/嘉定0区
境东南部江桥镇。明嘉靖进士、著名学
者王圻充官后，居此著书立说，植梅万
株，故称梅源市。”综合各种资料，朱少
伟认为，“梅花源”故址就在嘉定区江
桥镇五四村“大宅”一带。

!大宅"宜开发
朱少伟委员建议，江桥镇五四村

大宅一带，作为“梅花源”遗址，值得加
以开发利用，使之重新成为一个赏梅
胜境。王圻曾编成《续文献通考》，还有
《谥法通考》等多部著述，又与儿子王
思义一起编撰卷帙巨大、图像繁多的
类书《三才图会》/共 ,)"卷1，值得在当
地为这位古代上海文化名人建立一个
纪念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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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宿予”：
看到乡野，记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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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风光 野趣盎然
连民村有“沪版威尼斯”之称，五纵五横

的河道汇成交错水网，村内大半房屋就林立
在碧波荡漾的水岸两旁。要想一睹宿予的真
颜，游客必须将汽车停放在“旅行空间站”，登
记入住后，到“别漾码头”乘坐小舟。鸢尾沿岸
摇曳，海鸥随船翻飞，人们也随之远离城市喧
嚣，沉浸到江南水乡的别样时光中。

走进“稻香”主题屋，随处可见用稻穗做
成的凳子、猫窝等小家具和装饰品，恍惚间稻
香扑鼻，仿佛置身于金灿田野间，丰收意趣盎
然。临近新春佳节，屋内还特别配备了打年糕
的工具，以供游客在浓厚的乡野年味中亲手
制作伴手礼。

一宿一品 主人管家
特色文化体验，是宿予对民宿的新诠释。

每栋民宅都有各不相同的文化主题，这源自
“一宿一品一主人”的设计理念。连同此前已
建成的“烘焙”“陶艺”“彩釉”“绘画”等，目前，
宿予已有 "个主题民宿对外开放。今年 "月
底，宿予将完成约 ,(栋主题、.!间房间的建
设。届时，这里还会有收藏多国咖啡、可体验
烘豆磨豆的咖啡文化主题；学习制作甜甜圈、
巧克力等甜品的甜蜜文化主题等。

这里没有传统的酒店服务，只有“管家”
与“主人”，就好像到朋友家中做客一样，闲适
惬意。担任主人的是特意聘请来的烘焙师、陶
艺师、画家……跟随这些身怀绝技的主人，游

客可以共享不同的文化体验课程。
宿予还精心设计了“十二膳”，用本地食

材向游客讲述川沙的历史故事。这些食材大
多是附近的农民亲手种植的；摆盘用的花瓣，
也源自川沙本地出产的可食用鲜花。其中，一
道名为“海”的菜品很受欢迎。只见餐盘上铺
着洁白的粗盐，做成沙滩的模样，再放上一只
海螺，让人仿佛置身海边。“海”的背后其实蕴
藏着一个历史故事：川沙一带曾为沿海滩地，
盛产食盐。盐业的创始与发展衍生出“团、灶、
场”等地名，连民村所在的六灶镇也由此而
来。就这样，宿予用匠心和巧思重新诠释了川
沙、浦东乃至上海的历史。

海纳百川 文化部落
作为本市三家首批特色试点民宿之一，

宿予在卫生、消防等方面，无一不严格遵循
《浦东新区关于促进特色民宿业发展的意见
（试行）》标准打造。民宿业的发展也开启了川
沙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模式。现如今，连民村已
脱去昔日褴褛的外衫，换上了光鲜整洁的新
衣。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也发生着潜
移默化的变化，裸泳、随地吐痰的人已看不见
了，大声喧哗的少了。村里多了“人气”，不少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加入了
宿予团队。

最终，在这个约 !#"平方公里的村子里，
将凝集 %22多个不同特色主题。以民宿的样
貌，川沙将树立起一片海纳百川、充满温情的
文化部落。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