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来到水蜜桃之乡浦东新区新场镇的
有机农场“南德农庄”，这里的田地有点
与众不同：别人家的田，施的是化肥农
药，讲究点的用有机饼肥；他们家的田，
“吃”的可是桃子。这么金贵的田是谁种
的？技术主管就是去年 !月刚从家具设
计师改行回乡种地的“"#后”沈维。
沈维是新场镇农民的后代，儿时曾跟

着爷爷奶奶在田间拔草。不过从父母那一
辈开始已不再务农。去年 !月，各种机缘
巧合，镇里又号召农人后代一起回乡耕耘
“美丽老家”，沈维便放弃家具厂设计师的
岗位，回到南德农庄扛起了锄头。
在微生物实验室里，记者看到沈维

的身边有许多塑料桶、发酵缸，还有不少
农技书籍。沈维说，他从头学农业，先在
老农人的言传身教中打好基础，又从书
本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学会了种地
的新方法。这些塑料桶和发酵缸里面装
的全是沈维的宝贝：桃子、红糖、麸皮、微
生物等原料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发酵肥
料，也就是给土地“吃”的酵素，成分和现
在城市人热衷食补的酵素差不多。
一年前，这里的村民甚至和田地打

了近 $#年交道的农民老潘也不看好他，
长期使用化肥的经历，
让老潘不相信有
机农业能种出
庄稼，更别
提丰收。去
年 %月，沈
维带着几
个帮手拿
了 半 亩 地
种玉米做实
验，产量达到
近 &##公斤，品质
和经济效益相比传统种植方式更好更高，这让老潘
和其他老农们相信了有机农业的可行性。

当然，要改变老潘根深蒂固的种植方式并不容
易。就拿田间杂草来说，在老农的观念中田里要除
草，沈维却说：“杂草可以保湿保土，是好东西，得留
着。”不仅大棚里保留杂草，四周也种上金盏菊、薄
荷，吸引瓢虫过来消灭害虫。不服气的老潘悄悄观
察他种地，还做了对比试验，几个月后终于心服口
服。改变想法还有那些最初不相信不理解的老农们。
有机农业的全新面貌让他们看到了新型农民和新型
农业的前景，如今再说起沈维，老农们都觉得这个
年轻人种地“有一套”。本报记者 孙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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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连续高温!又有台风"云雀#掠

境!但上海蔬菜保障充足!部分社区智慧

微菜场已提前备货 !""吨$

据介绍!"夏淡%期间!崇明绿叶菜日

均产量达 #!"吨!青菜&生菜&橄榄菜&鸡

毛菜&空心菜等为主要品种$为保障沪菜

供应! 上海部分社区智慧微菜场已储备

了土豆&黄瓜等 !""吨蔬菜瓜果$

不过受天气影响! 上海市价格监测

与成本调查数据显示! 本市蔬菜价格继

续上涨$目前上海三大叶菜中!青菜零售

均价为 $%&$元'公斤!鸡毛菜零售均价为

(%(( 元)公斤! 卷心菜零售均价为 *+*(

元)公斤!均有小幅上涨$ 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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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生活驿站打造!村庄里的都市"

农村老人家门口认字、画画、学英语

! ! ! !充满古韵的老屋庭院、废旧轮胎与
竹匾点缀的农家小院、就连农家缸瓮也
变身为田头一抹亮色……走进浦东新区
泥城镇彭庙村“美丽庭院”示范点，随处

可见因地制宜打造的生态文化景观，使
得原本宁静的乡村展现出诗意般的栖居
面貌。

据悉，目前浦东新区正大力推进“美

丽庭院”建设，老旧农村经过升级改造
后，将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
乡村。

通讯员 杨建正 摄影报道

“小档案”助力金山蟠桃打响“大品牌”

美丽庭院再现乡村诗意栖居

! 每天都有众多居民走进生活驿站$ 李一能 摄

人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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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日前开幕的 !#'( 年金山蟠桃节
上，每位嘉宾都收到了一份精美折页，在
种植大户的蟠桃礼盒中，也多了一份图文
并茂的宣传折页，介绍吕巷蟠桃的前世今
生。桃农们说，这是金山区档案局为他们
做的实事、好事。
金山区档案局与吕巷镇和平村结对共

建已有 )#个年头。今年，区档案局开展进
村入户大调研，走访了解村民的所求所需。
调研人员发现，和平村今年种植了 !$%#亩
蟠桃，产量达 (##多万斤，但蟠桃丰收之
际，销售却成为桃农们的难点和痛点。
如何助力破解难题？金山区档案局利

用资源，梳理了吕巷蟠桃的历史渊源和品
牌历程，制作了 &万份精美折页，帮助桃农

们宣传金山蟠桃。他们还利用信息化新技
术，通过微博、微信等宣传媒介，推介吕巷
蟠桃品牌，努力拓展蟠桃的销售渠道。
金山区档案局在与和平村结对共建中，

还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如和平村在
土地延保工作中，需要查看 )#多年前土地
第一次承包时农户承包田的面积原状，区档
案局组织力量，调阅了和平村 )"""年时的
原始档案，为农户土地延保提供了依据，确
保农户延保确权工作顺利进行。
近年来，村民家庭档案兴起，金山区档

案局派员指导有意向的村民建家庭档案。
现在，和平村建立家庭收入、消费档案的农
户不在少数，一些桃农还将蟠桃销售情况
建立了家庭档案，利用这份历年销售资料，
每当新鲜蟠桃采摘时，一个电话，一条短
信，很快引来回头客，派上大用场。

通讯员 沈永昌 本报记者 范洁

丽美 乡村

! ! ! !每天早上 )#点，奉贤区青村镇北唐社区
居民唐文莲总要去一趟青溪生活驿站。“先去
中医馆量量血压，再去养生餐厅吃顿饭。困
了，就去日间照料室打个盹；闲了，就去教室
里上上课。”

过去十多年间，奉贤 *!"个住宅小区、
)$+个行政村的老百姓们，都期盼着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各类优质服务，不过一直受限于服
务内容单一、服务点太远等困境。今年 &月，
这个设在唐文莲家门口的奉贤首家生活驿站
开始试运行。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生活便民、
代办帮办、日间照料、爱心公益等 )&个大类
+,多项服务让这里的居民、村民率先过上了
和“城市里一样的生活”。

服务就在!家门口"

()岁的独居老人唐文莲是生活驿站的常
客。今年 *月，她照例走进生活驿站，却突感
一阵晕眩，随即倒地不起。“驿站医护人员判
断我是脑干梗塞，马上采取了救护措施，这才
捡回了一条命。”事后，唐文莲也感到意外，
“我平时随口说起的病史，没想到医护人员会
用心记下。”

刚退休的姚秀莲也有一件事要分享。她
是生活驿站的“学生”，每天都会来上课。短短
四个月里，她学了认字、画画，还练起了英语。
“-.//0，12.312.，-04 50 206 50……”说着，姚
秀莲就秀了起来。她告诉记者，她是老农民，
没上过学，也没有爱好，“是生活驿站，让吾

伲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姚秀莲说，今年她
已经报了八、九样课程，还都不要钱。

对高龄、失能老人来说，如果家里没有助
浴设备，洗澡是个大难题。生活驿站考虑到服
务要做在“家门口”，专门修建了洗浴室，还配
上了专业助浴设备，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百

岁老人褚金莲感慨地说：“政府这个项目，真
真切切地提高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第三方运营机构、椿熙堂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青溪生活驿站吸引日人流 !,,人
次，“青村人无人不知”。

年底再建!"家
青溪生活驿站主要服务对象为 %,周岁

以上的老人，但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村民
来说，生活驿站同样能做到“各取所需”。

(岁的张春燕，一放暑假就“住”进了生活
驿站。“在这里可以看书、上课、学知识，比待
在家里有意思多了。”++岁的张雅芳常常约上
社区的姐妹们一起来生活驿站跳舞。“驿站的
工作人员看到我们那么多人，就帮忙组建社
团，现在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社会组织了。”
张雅芳说，以前成天担心没地方跳舞，现在担
心吾伲的水平配不上那么好的条件。

据奉贤区民政局副局长徐三忠介绍，生
活驿站按照“公共7公益、便民7利民、共享7共
治”原则来配置服务功能。年底前，奉贤区还
将完成 )!家生活驿站建设，让更多百姓享受
品质生活。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