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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守宫，属壁虎科，有不下 90 属

900~1000 种，是蜥蜴目中的第二大
科，遍及世界各地。守宫有地栖和
树栖之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品类
有豹纹守宫、睫角守宫、瘤尾守宫、
蛙眼守宫等，不同品类饲养方法也
有所不同，主要食物是昆虫，也有部
分种类会喜食果泥等。幼体守宫通
常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更容易在主
人的监督下培养良好的习惯，但是
也需要更加细心地关爱和照顾。

经济产业的新蓝海

随着爬宠文化的兴起，相关产
业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从爬宠的繁殖、饲养、销售到周
边产品的开发，以及疾病治疗、饲养
咨询、爬宠寄养相关服务等，一个庞
大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我国爬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涉足爬宠市
场，提供各种爬宠及其相关用品和
服务。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实体店、
专业论坛及社交媒体等渠道，为爬
宠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捷
的交流平台。

作为中国最大的爬行类宠物食
品生产供应商，青岛大任富城畜牧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顺鑫介绍：“我
们公司在零几年就开始做速冻活体
饵料生产了，但近两年爬宠热度才
真正开始高起来，除了速冻产品，我
们还延伸了罐头、牧草、冻干、活体
等系列，用来制作产品的动物都是
自繁自养，严格遵守各项防疫程序
和生产管理制度，保证所有动物健
康无疫病，并且营养丰富。”京津冀、
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等是爬宠
的主要消费市场，这些地区经济水
平较高，对爬宠文化的接受度比较
高，产业链更为集中。

同时，爬宠医疗、美容、寄养等
新兴服务也应运而生，满足了不同
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上海，闵
行就有三家正规的异宠医院，可为
爬行类、啮齿类、鸟类等进行诊疗服

务，这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
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就业
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此外，上海还有专门的异宠沉
浸式体验场所，位于闵行区浦江镇
的三三萌宠乐园，就是一个集多功
能人宠互动区与蛙类生物栖息地、
网红露营地于一体的乐园。该乐园
设有多个功能分区，如萌宠休闲区、
萌宠运动区等，孩子可以近距离观
察、喂食和互动爬宠，增强亲子关
系。同时，乐园还注重营造人与自
然的良好互动氛围，提供安全的环
境让孩子接触和了解爬宠，可以近
距离拿在手中接触爬宠，观察样貌、
感受形态。其中，荷香蛙鸣园也是
浦江镇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孩子们
可以在蛙类科普区等区域中游玩、
学习爬宠知识，增长见识，培养孩子
对自然奥秘和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不同于传统宠物如猫、狗等，
龟、蛇、蜘蛛、蜥蜴等爬宠往往与野
外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它们的饲养
过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生态教育
课。许多爬宠爱好者会主动通过查
阅资料、参加讲座、加入社群等方
式，不断学习和交流爬宠的习性、饲
养技巧及生物保护知识。

在中国爬宠狂欢节上海站，展
台中销售的爬宠饲养相关
专业书籍，从 100 元到 800
元不等，即使是全英文编著
的书籍，也因其专业性和科
普性受到消费者的极大青
睐。可以说，在生态环保意
识日益增强的今天，爬宠文

化逐渐成了一扇连接人与自然的新
窗口。

爬宠热潮的兴起，是社会发展
与人们精神需求变化的必然产物。
最早兴起“爬宠热”的欧美国家，其
爬宠文化较为成熟和开放，爬宠会
被认为是有趣、美丽、神秘的象征，
也有更多的社交平台和活动促进爬
宠饲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我国
目前的爬宠文化相对较弱。

在我国，有些爬宠属于明令禁
止个人饲养的保护动物，统称保育
类。由中国原林业部和农业农村部
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共同制定的《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将野生动物
保护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违反相

关法规的行为将受到法律惩处。若
是外来品种的爬宠，要遵循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成员会议通过的《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这在我
国也是保育目录之一，在其附录 I和
附录 II的动物在我国都是保育动物，
例如产自北非的保育动物火蝾螈。
此外，我国的《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中
基本包括了常见的中国原生两栖爬
行类以及部分节肢类动物，包括中华
蟾蜍、壁虎、草龟、花龟等，只有在获
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和颁发许可证后，
才能进行合法的饲养活动。

文明、合法的爬宠市场不仅需
要相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交易行
为，加强监管和规范，更需要爬宠爱
好者和从业者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养宠、文明养宠，自觉做到不交
易、不饲养国家明令禁止的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因而，在决定饲养爬
宠之前，充分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
和饲养要求，通过合适的选择、科学
的饲养和细心的呵护，才可以在奇
妙的爬宠世界中找到无限的快乐。

“龟谷世界名龟展·中国爬宠狂欢节（上海站）”现场人头攒动。

红鬣蜥

玉米蛇

一些互动性较强的爬宠展台，吸引“爬友”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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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丽 金丹

浦东新区书院镇舒馨居民
区是由两个动迁安置小区一个
商品房小区组建而成的，三个
小区均建于2009年，近年来，随
着小区各类设施的老化、居住
人员的增多、结构复杂化等原
因，如何更好地提高居民对社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积极参
与社区建设和治理成了居委工
作的一道必答题。为有效破解
难题、化解矛盾、做优服务，舒
馨居民区积极探索社区治理

“新模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
核心，以提升组织服务效能为
主线，通过党建引领积极探索

“社区合伙人”社区治理新模
式，激发社区活力，推动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用融合的力
量助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如何加强小区停车管理？
如何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治
理？如何打造宜居舒适的小区

环境？为了更好地引领业委会
及物业做好本职工作，舒馨居
委从 2024 年起每月召开一次

“四位一体”（居民区党支部、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联席工作
会议，共同探讨解决社区工作
难题，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社区治理不能单打独斗，
针对居民的实际需求，舒馨居
委以党群服务站点、睦邻点为
基础阵地，联动辖区内多家单
位，定期开展党员教育、文体科
普、便民服务等活动。如“家党
课”、主题党日等红色教育活
动、政策配送活动，助老的便民
送餐服务、月月便民服务、睦邻
点课堂、亲子课堂等，并不断拓
宽服务范围，共同解决居民的
实际需求，为居民提供便利服
务，补齐服务短板。

在菊清苑的广场，总能看
到一道劳作的身影。张老师是
小区一名花草种植爱好者，对各
类花草树木的种植颇有研究，也
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在小

区招募“社区合伙人”时，他第一
个响应，积极参与到小区花园
的改造中来，并吸引了一批和
他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居民一起
加入了社区治理中。在居民们
的共同打造下，菊清苑内不仅多
了一处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小区
环境面貌也焕然一新。

在共建单位的基础上，舒
馨居委还积极汇聚社区多元力
量，不断升级合作伙伴，招募小
区志愿者、达人、能人、新就业
群体等各方力量加入自治共
治，发挥其优势，倾听各方声
音，共同解决居民实际的需
求。并通过“社区合伙人”+“网
格员”管理模式，配强工作队
伍，分片包干、全面覆盖、责任
到人的分层管理体系，推动环
境整治、小区物业、社情民意调
解等各项工作，让“合伙人”当
好居民、居委的桥梁和纽带，把
问题和矛盾及时化解。

“需求清单”列出形形色色
的需要，而共建单位又能共享

哪些可用资源呢？在构建“社
区合伙人”工作模式中，舒馨居
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探
索群众需求、社区资源和服务
项目“三张清单”，为提高服务
精准精细化提供依据。一方面
通过入户走访、电话征询、意见
箱等多种形式，全面收集居民
的需求，梳理形成需求清单，另
一方面结合共建单位，挖掘、整
合各类资源形成资源清单，最
后将需求清单和资源清单相结
合，形成可提供给居民的服务
清单。目前已形成各种服务项
目 20余项，随着“三张清单”形
成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居民
的幸福感也逐渐增强。

接下去，舒馨居委将持续
打造“社区合伙人”社区治理品
牌，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一张
网”，整合治理资源，推动治
理协同，提升治理效能，激励
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合伙人”的
团队，共建共享幸福“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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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社区合伙人”共绘幸福“馨”家园

青浦检察官为千年

古树“办证”“养老”
□沈冰洁 记者 王平

古树名木是记录自然生态
变迁的“活化石”，是承载民族
历史记忆的绿色“国宝”。青浦
区人民检察院以古树为笔，书
写生态华章，用心守护，传承绿
色希望。

青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是现今上海地区古树名
木存有量最大的行政区之一。
2024年3月起，区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上海市古
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
例》等相关规定，结合城市空
间、江南水乡特点，开展城市文
脉保护专项行动，对辖区 150
余棵古树名木保护情况进行全
面“大体检”。

经过两周“地毯式”排摸，
发现青浦区古树保护总体情况
较好，但仍存在部分古树生长
环境较为恶劣、受虫害威胁、保
护措施不到位，以及人为损害
等情况。为了切实解决古树名
木的“养老问题”，该院向对古
树名木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主
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依
法加强古树名木监督管理，落
实落细日常养护措施，加大古树
名木及后续资源的保护力度。

主管单位收到建议后高度
重视，对检察建议书中提到的
30 余株保护不足的古树安排
养护单位逐棵予以对症整改，
并以点带面，对区内其余 250
余株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开展
全面病虫害检查，清理周边生
活垃圾，排除潜在消防隐患；同
时建立健全“一树一档”制度，
对名木古树的树龄、树径、现状
等予以全流程记录更新。

前不久，该院邀请“益心为
公”志愿者赴古树最为集中的
曲水园及部分点位开展“回头
看”，经跟进监督，相关古树均
被增强了防腐保护措施、更新
了古树保护铭牌，周边生长环
境也已焕然一新。

□记者 许怡彬

高温天对蔬菜生长有一定
的影响，气温过高会让蔬菜晒
伤或停止生长，但现代农业设
施大棚打破了高温天种菜的瓶
颈，让农民种菜全年无忧。

走进位于青浦区重固镇的
上海春昌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蔬
菜大棚，虽然室外酷暑难耐，但
连栋大棚内的温度不似外面那
么高，来自安徽的农民刘成志
正和家人在田头采收荠菜，棚
内阵阵凉意，坐在小板凳上劳
作的他们也并没有觉得特别炎
热。

“荠菜不‘吃称’，我们三个

人一天大概能割四五十斤，不
过好在现在市场收购价高，田
头价就有 10 元一斤，收成还是
不错的。”刘成志告诉记者，荠
菜是一种喜欢阳光、适宜生长
温度在 10～30 摄氏度的蔬菜，
夏日里无法露天种植，但在连
栋大棚内就能创造出适宜的生
长环境，打开四面棚膜，再覆上
遮阳幕布，控制好日晒时长和
时间段，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
就能让蔬菜既保证充足日晒，
又避免被灼伤。

拥有 900 多亩蔬菜种植面
积的春昌合作社，能够大规模
产出优质生菜，全年平均蔬菜
在田率达80%以上，当前恰好是

生菜育苗、其他绿叶菜轮茬种
植的档口。“7 月份生菜正好已
全部采收，现在主要种植鸡毛
菜、杭白菜、米苋、空心菜等绿
叶菜，等到9、10月份，又会移栽
生菜入田，这样全年可以种植
5～6茬生菜。”合作社副理事长
赵世豪介绍说，鸡毛菜等绿叶
菜成熟期短，适合作为轮茬蔬
菜品种，每天能产出鸡毛菜 10
吨重，如此，就能保持蔬菜在田
全年无休。

谈到蔬菜品种，赵世豪表
示，合作社不仅筛选出夏季高
温天气更适宜种植的绿叶菜品
种，还通过和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的生菜团队合作，筛

选出适合基地种植的生菜新品
种，此前已成功种植沪芊生菜

等新品种，获得了不错的市场
反响。

□记者 曹佳慧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
节。位于浦东新区的桃咏农园
内，是另一番丰收奇景：葡萄架
上，繁茂枝条也难掩串串饱满
诱人的葡萄，葡萄架下，一朵朵
灵芝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原来在果园里也可以种
灵芝，太神奇了！”在刚刚过去
的周末里，上海市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和浦东新区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在桃咏农园举办了
一场灵芝科普活动，多组家庭
亲临灵芝的种植环境，了解灵
芝的生长过程，学习灵芝的营
养保健知识，享受一场别开生
面的自然与健康之旅。

灵芝是中华传统医药的瑰
宝，是药食同源，很受市场喜
爱。然而在很多市民的印象
中，灵芝是长在深山老林里的

“仙草”，遥远而神秘。活动当
天，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
研究所所长张劲松为市民讲解
灵芝的营养功能成分以及其在
保健方面的独特功效，并介绍
灵芝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发展，
揭开了灵芝神秘的面纱。在品
尝灵芝茶、灵芝咖啡后，参与活
动的市民体验制作了灵芝盆
景，将自然之美与健康之福带
回家。

尽管天气炎热，但葡萄架
下，市民观察、采摘灵芝的热情
高涨。原来，自2022年开始，桃
咏农园作为上海市食用菌产业
技术体系的示范点，在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浦东新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的指导
下，打破传统种植模式，积极探
索试验“果-菌”立体套作模式，
计划在 5年内筛选适合经济果

林枝条栽培的大球盖菇、羊肚
菌、灵芝等优良品种各 1~2个，
并进行推广示范。

梨树下、葡萄架下，长出了
大球盖菇、羊肚菌和极具神秘
色彩的灵芝，其背后还有不少
值得说道的好处。据介绍，

“果-菌”立体套作模式充分利

用了果树下的土地和林荫空间，
利用果树的废弃枝条种植食用
菌。这种循环利用、协调发展
的生态农业模式，除了能有效
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当地农
业废弃物的再利用，还能改善
土壤结构，抑制杂草滋生，并为
农旅产业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葡萄架下采灵芝，亲子农业科普享受自然健康之旅

设施农业保障蔬菜生产全年无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