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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剑烽

! ! ! !还记得罗泾十大名菜、长江口大闸蟹、
稻田小龙虾吗？没错，这些都产自罗泾。罗
泾地处长江入海口，北部与江苏接壤，是
上海的北大门。正是这个独特的地理位
置，造就了罗泾富饶的物产以及丰富而健
康的美食。

近年来，罗泾大力推进生态观光农业和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着眼点就是紧密结合市
民游客需求，围绕“看什么、玩什么、吃什么、
住什么、带什么”做好旅游产业文章，优化农
业产业布局，注入体验式元素。
“看什么”，主要看“九大板块”，包括

川纪路北侧的千亩涵养林、海星村的千亩
鱼塘、花红村的千亩良田、新陆村的千亩
菜田、塘湾村的千亩公益林、洋桥村的农
村风情风貌、新镇文化区、老镇风貌区以
及宝山湖景区。
“玩什么”，一是健身体验，正在对千亩

涵养林区域进行综合改造，新增体育健身
设施、骑行道路等，进一步拓宽林区内道
路，形成环线。二是渔事体验，在海星村的
千亩鱼塘，市民游客可以进行钓鱼摸蟹等
渔事活动，每年的品鲜节、摸蟹比赛等渔
事趣味活动，打响罗泾农业休闲旅游品
牌。三是农事体验，在建设中的新陆村千亩
菜田，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动手采摘蔬菜，还
能自己认种，当一回真正的“开心农场”农场
主；在洋桥村亲身体验农业生产，自己碾米
碾谷，体验农耕文化。

“吃什么”，当然要品尝罗泾“十大名
菜”。!"#$年 %月 !!日，罗泾举办首届“十
大名菜”评选活动，经过专家评委和市民代
表的评审，农家蒸三鲜、罗泾走油肉、红烧长
江鮰鱼、地笼黄鳝烧螺蛳、罗泾汤炒、雪菜鱼
圆汤、红烧洋桥芋艿、老娘舅蟹糊、酱油水河
虾、腌笃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菜肴获得“十

大名菜”称号。
“住什么”，按照民宿行业的规范和要

求，在每个村都将设置一定数量的民宿点。
即将对海星综合厂进行改造，打造成一个
集特色住宿、特色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旅
游综合服务中心。新陆跃龙地块也将选取
!&亩旧厂房打造特色民宿和餐饮。
“带什么”，罗泾富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农

产品———罗泾“五大特产”，主要包括长江口
大闸蟹、稻田小龙虾、“宝农 '(”大米、四喜风
糕、洋桥红梗芋艿等。在各旅游服务中心推
出农产品展示和销售专区，并按照“互联
网)”的理念，同步展开网上销售，带动农业
经济发展，提高旅游品牌影响力。

总之，把乡村旅游发展与农业发展、农
产品销售、餐饮住宿、文化创意等有机结合，
促进农村第一产业“接二连三”，形成“吃、
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农业旅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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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名片 !!!

! ! ! !罗泾镇党委书记顾军向记者介绍，按
照规划，正大力推进特色小镇“三带三片六
区”规划建设———“三带”即罗蕰河生态休
闲带、嘉宝生态修复带、沿江生态保护带；
“三片”即产业片、镇区片、生态片；“六区”
即高端制造业区、现代服务业区、新镇文化
区、老镇风貌区、生态农业保护区、水资源
保护区。

先介绍“三带”。罗蕰河生态休闲带，就
是结合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罗蕰河拓宽
项目，推进罗蕰河滨河休闲景观走廊建设，
打造生态休闲项目。嘉宝生态修复带，则是
结合了嘉宝生态走廊打造生态修复带。目前
正在该区域综合实施“五违”整治和减量化
工作，并大力开展无违村居创建，为生态修
复带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沿江生态保护带，
主要是结合镇域内 '!(公顷的水资源保护
区和 (&&公顷的长江原水基地，打造沿江生

态保护带。
“三片”，一是产业片。首先，打造生态

休闲的绿色农业。立足于生态保护区和现
代精品农业发展区的定位，与上海海洋大
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大力发展精
品种养殖业，形成“食、娱、游、购”于一体的
生态休闲农业产业体系。其次，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港口服务业。罗蕰河以南、潘泾
路以东区域，正加速打造上海北部具有较
强辐射力与影响力的冷链食品、高端物流、
港口服务、邮轮船供产业集聚地。第三，发
展绿色高端智能制造业，重点发展汽车零
部件、医用器械等产业，打造汽车零部件产
业集聚区。
二是镇区片。首先，打造新镇文化区。依

托罗泾的四大文化品牌———十字挑花、古寺
药道、沪剧演艺和漫画创作，以罗泾公园、萧
泾古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为载体，

打造新镇文化区。其次，打造老镇风貌区。以
潘泾河为界，东侧按照罗泾传统建筑风格新
设“基金小镇”，吸引各类基金入驻，发展形
成基金产业聚集区、基金创新示范区、基金
文化引领区。西侧按照罗泾传统建筑风貌，
对原有房屋进行改造，保留老镇原有功能，
形成老镇风貌区。
三是生态片。以规划 *$公路为界，北侧

为生态农业保护区，南侧是水资源保护区。
在这个区域内，规划建设融合“品江鲜、食五
谷、采蔬果、游林海、住农院”等多个特色项
目的宝山湖生态农业旅游区，重点打造“九
大旅游板块”，包括海星渔乐区、花红粮田
区、新陆菜田区、洋桥风情区、塘湾森林区、
涵养林休闲区、宝山湖景区、新镇文化
区、老镇风貌区，共 #%+#平方公里。

! ! ! !“罗泾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和文化发展
基础。”罗泾镇镇长杨辛介绍说，这里有始建于
南北朝的萧泾古寺，历史传说明朝建文帝朱允炆
就曾在此避难。罗泾还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十
字挑花”的诞生地，连续两届荣获“上海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罗泾孕育了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中
国漫画名人沈同衡、沪剧创始人丁婉娥均出生成
长在这里。近年来，罗泾着眼文化软实力建设，打
造文化精品，承载历史，推陈出新，努力讲好罗泾
故事。
首先是传承历史文化，相继建成了丁婉娥、

沈同衡和“罗泾十字挑花”三个陈列室，以“萧泾
寺传说”为题材的连环画等正在制作，本土企业
上海天古数码公司与迪士尼、中影合作，用现代
手法拍摄 ',动画电影《神笔马良》，全球公映票
房近亿元。

其次是打造特色文化，加快推进综合性文化
活动中心、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字挑花”工坊、萧泾古
寺新址建设，突出红色教育、历史记忆和乡愁特
色，既利用小镇来展示文化，又借助文化提升小
镇内涵。

此外，还注重丰富群众文化，依托健身步道、
市民体育健身中心等资源优势及“一鸣泾人”农民
篮球联赛、“古韵新彩”民间文化节等各类群众性
活动，进一步提供优质、均衡、多元的文化体育服
务，三次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等国家级
殊荣，罗泾镇农民篮球队代表上海市参加首届全
国农民三对三篮球赛荣获乡村组第四名，着力打
造“篮球之乡”、“沪剧之乡”。

最后，不忘培育校园文化，坚持以文育人、以
文化人，让文化走进校园，做实“一校一特”，让学
生接力罗泾文化建设，丰富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同
时，为他们留住乡愁，让他们眷恋故乡。

吃住行游 做好旅游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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