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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的乡村，有风貌更要有韵味，
有颜值更要有气质，有入眼的景观更要
有走心的文化。”!"#$年，迎来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推出 #%"个
乡村文化活动，青浦金泽的阿婆茶习俗、
松江大米的庆丰收开镰和金山枫泾的黄
桃节榜上有名。
“一杯阿婆茶、两棵咸菜苋、三根萝卜

干、四个蜜枣青……”边话家长里短，边忙

手上活计，阿婆茶是淀山湖畔的民间茶
俗。作为发源地，金泽镇蔡浜村以“根在文
化”为主线，传承民俗风情，挖掘文化内
涵。村民不仅保留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拉家常的风俗，还策划表演唱、舞蹈、茶
艺展示等节目，打造阿婆茶的文化品牌。
金泽，位于沪苏浙交汇处，是上海唯

一与两省接壤的镇，深受江南文化底蕴
滋养。拥有青浦田山歌这项国家级非遗

项目和宣卷、阿婆茶、烙画、簖具制作技
艺等 &项上海市级非遗项目，金泽立足
和保护传统民俗，打造江南特色小镇。同
时，金泽镇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例如
以现有文化创意产业园为基础，整合旧
厂房、老建筑等打造“古镇创意群落”，融
合传统与时尚。

以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为契机，上
海深入挖掘农村地区蕴含的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持续推进传承传统
节日民俗文化，开展市民修身行动和移
风易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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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426亩地种粮，收入30万
元；养殖1550头猪，收入14万元；为4户

家庭农场提供农机服务，收入4万元……一
年耕耘，松江家庭农场主李春风“收成”喜人。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元年，上海

围绕强村、富民、美环境，加快打造具有江南水乡特
征和大都市郊区特色的上海农业农村新风貌，“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去年 #!月，在全国优质渔米评比
活动中，来自崇明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的“虾恋米”，从 #'%多个产品中脱
颖而出，捧回全国金奖。

稻香鳖、虾恋米、禾偕虾，均获绿色
食品认证，合作社理事长沈竑探索的是
稻虾鳖循环共生的种养新模式。从专业
农技人员，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他坚
守“生态梦”：在低密度稻田中引入小龙

虾和甲鱼，构建植物、动物、微生物互利
的生态系统，不施农药，化肥减量 (%)

以上，稻秸秆 #%%)还田。
绿色种养和有机生产，正逐渐成为

各方共识。!%#$年，崇明在全区水稻规
模种植基地中遴选了 #万余亩优质水稻
田，探索“无化学农药”及“无化学肥料”的
“两无化”种植模式，春润合作社有 '%%亩
稻田参与其中，朝向更安全、更健康的农

产品和更生态、更绿色的生产方式。
从“卖稻谷”到“卖大米”向“卖品

牌”转变，喜迎丰收。绿色田园，不断得
到市场认可。不久前，第二届上海地产
优质大米品鉴评优活动举行，'*款地产
大米接受专家、市民、食味仪的全方位
的现场盲评和检验，收获好评：“很糯很
香，有小辰光的味道！”

上海农业体量小，如何创造“大作
为”？上海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形成
一批高附加值、有知名度的优质地产农
产品，回归市民“舌尖上的乡愁”。

! 绿色田园 富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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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乐园 根在文化

363工程
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2018-2022年）》，提出“363”工程，

即打造“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

乐园”三园、实施六大行动计划、落实

三大保障机制。

85个示范村
确定浦东新区大团镇赵桥村等9

个村首批创建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

目前全市已评定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85个。

13.67% 绿色食品认证率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农产品企业总数1701家、

产品共计6396个。绿色食品认证

率达13.67%，超额完成10%的年度

发展目标。

11项整治任务
制定《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四好

农村路”建设、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

理、水环境整治等11项整治任务为

主攻方向。

! ! ! !元旦，申城气温降至冰点，沪郊的寒
意比市区更浓一些，杭州湾畔的金山漕
泾镇水库村，却是一派火热与生机。昨
天，一场乡村趣味定向赛迎新开跑。藕遇
公园、微田园、美丽一条埭，一个个任务
点标串连起水库村的乡村新貌。
水库村因水得名，在上海郊区独具

特色：纵横密布 ''条河道，水体面积占
村域总面积的 &%)，主要河道的水质常
年保持在!类水以上，全村拥有 +%多座
小岛……!%#$年，水库村入选创建全市
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因地制宜谱写“水
文章”。

曾经荒芜的藕塘和鱼塘，
摇身一变成了 (%亩“藕遇公
园”，木栈道在水面延展，既可赏
鱼观花，又可戏水为乐；原本淤堵阻
隔的断头浜，正重新打通激活，设计“会
呼吸”的河岸护坡和生态景观。漕泾镇党
委书记罗华品介绍，水库村对标的是荷
兰羊角村，“畅游在水光十色里，漫步在
阡陌纵横间，足不出沪享受诗画桃源。”
水边岸上也“靓起来”，邻里相帮互督

争创“美丽宅基”。杂乱无序的宅前菜地拾
掇成了集菜园、果园、花园、步道为一体的
“微田园”，一步一景，野趣盎然。日新月异

的变化，村民李桂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现在乡下环境好、生活好，城里的亲眷还
羡慕我！”

!%#$年，上海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为基础，大力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持续优化生态环
境和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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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受益者
更是主力军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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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全市每天 ,%)的

绿叶菜"+%)的鲜奶和 !%)的水产品! 以及饮

用水和市区河道!均来自郊区!但乡村的价值

远不仅于此#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的 !%(%年目标!不难发

现!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更是主力军#

如何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采

访中!让我欣喜的是!越来越多沈竑%李春风这

样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

农民返乡创业(越来越多乡村的改造项目聚焦

原住民的生活和体验!而不是单纯吸引城市游

客(越来越多施政者将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交

给村民# 当这片土壤能留住农民的深深眷

恋!也定将唤起市民的浓浓乡愁#

乡村振兴的未来图景!可期可待#

范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