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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新联盟
“奉贤制造”大米闯市场

关注

（上接1版）

今年，奉贤区优质稻米产
业化联合体的成立，标志着品
牌化销售、抱团式发展已成为
奉贤稻米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产业联合体着力提升稻米的品
质和安全性，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不仅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优质稻米选择，还能实现
区域化布局，促进奉贤优质稻
米产业链不断延伸。

据悉，联合体由 7 家牵头
合作社带动20家经营主体，遴
选5000亩品质较好的稻田作为
试点，生产全程机械化，施以
优良的肥料和农药，并对稻田
进行精细管理，保证生产出的

大米不仅品质出色，而且绿色
安全。同时，推出奉贤大米区
域 公 共 品 牌 ——“ 贤 城 美
谷”，形成良种培育、绿色种
植、农机服务、稻米加工、储
藏销售等奉贤大米全产业链发

展体系。
同样作为奉贤区优质稻米

产业化联合体成员，位于金汇
镇的上海玖童农业专业合作社
也已完成今年的水稻收割。

据介绍，合作社今年水稻
种植面积 530 多亩，其中核心
区150亩种植“美谷2号”。在
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
导下，合作社全程机械化生产
并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及平衡
施用，不断改善灌溉系统，使
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绿色高
产高效关键技术来增强农田的
抗灾能力。

合作社负责人唐敏表示：
“今年我们的‘美谷2号’亩产
量1200多斤，加工出来的大米
大约为每亩 750 斤，价钱在每
斤 5 元左右，非常受欢迎。通
过直接‘卖大米’，收益比往年
高出不少。”

姚楚豪是第一年种植“美
谷2号”，而唐敏则有着多年水
稻种植经验，但在农业部门的
指导和他们各自的精心种植、
管理下，两家合作社的产品都
凭借优异的品质，在2024第一
届“贤城美谷”稻米品鉴会上
获得金奖。稻谷寓意着丰收，
象征着富足有余，不管是年轻
的姚楚豪还是经验老到的唐
敏，都借助“美谷 2 号”和优
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在“卖
稻谷”向“卖大米”转型的过
程中稳步前进。

从优质品种的成功选育到
优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的成
立，奉贤稻米的品质不断提
升，知名度和竞争力也持续增
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
更优质的选择，也增强了市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奉贤区农
业农村委透露，2025年，优质
稻米产业化联合体的示范种植
面积有望扩大至 1 万亩，将进
一步提高稻米产业的附加值，
实现稻米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

11月27日，农业农村部召
开“大棚房”问题常态化监管
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扎实推进“大棚房”问
题常态化监管工作，坚决防止

“大棚房”问题回潮反弹，确
保农地农用，牢牢守住耕地红
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
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2018 年以来，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先后
组织开展 3 次集中清理整治，
严肃查处了一批占用耕地以设
施农业为名搞非农经营的违法
违规行为，有效遏制了“大棚
房”问题蔓延态势。但也要清
醒看到，“大棚房”问题具有
长期性、隐蔽性、复杂性，稍
有放松就容易出现点上的反弹
回潮，必须深刻认识“大棚
房”问题常态化整治的极端重
要性，坚持全面排查，从严整
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保持

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坚
决整治存量问题、杜绝新增问
题，紧盯不放、常抓不懈，长
久巩固好清理整治效果。

会议强调，要健全“大棚
房”日常监管巡查机制，用好
信息化手段提升常态化监管效
率，指导各地每年对辖区内用
于种植生产的农业设施、备案
的设施农业用地开展一次全覆
盖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早整改。要慎重稳妥、严
谨准确认定“大棚房”问题性

质，把准标准，严格程序，既
不能随意扩大范围，也不能丝
毫放松要求，对确属“大棚
房”问题的要从严从快整治，
设定明确的整改时限，定期开
展“回头看”，依法依纪从严
查处相关违法违规主体。要加
强“大棚房”问题整治政策解
读培训，帮助一线工作人员理
解掌握政策，提高排查执法能
力，持续强化警示教育，不断
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和生产经营
主体依法依规用地的意识。

会议要求，各地要落实
“大棚房”问题常态化监管属
地责任，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
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自然
资源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切
实形成合力，统筹开展常态化
监管和集中清理整治各项工
作，指导严格做好设施农业用
地备案管理，协调加大对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合理用地保障，
从源头上杜绝“大棚房”问题
产生。

（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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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市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主办、上海市瓜果行
业协会承办的“瓜果产业融合
创新发展”培训活动在浦东新
区惠南镇举行。奉贤区、浦东
新区、崇明区等农、林相关技术
人员、瓜果生产企业、农场主、
青年骨干、合作社及种植大户
共90余人参加了培训。

活动中，上海市瓜果行业
协会秘书长朱龙舟作了《农家
乐的经营管理与营销策略》培

训讲座。从相关农文旅融合的
角度，举例讲解了葱油饼、咸鸭
蛋、卖金鱼变送金鱼、外婆的海
棠糕等给人以启示的经营故
事。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李丹作了《园艺经
济作物轮作、套种栽培技术介
绍》专题讲课，重点介绍了果树
新品种及这些新品种在本地推
广种植及生产技术、口感、品
质、产量、价格等方面的情况。
同时讲解了大量使用有机肥
（羊粪、蚯蚓、微生物肥等）可有
效提升果品的品质，秋施基肥

（动物农家肥、植物农家肥、微
生物菌肥）是果品品质的保证；
生草栽培与自然生草技术，具
有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有机质、
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防止水土
和肥料的流失等作用。新建果
园套种玉米、新建黄桃园套种
玉米、生产果园套种食用菌的
优势及技术。其他专家也从各
自的专业角度作了分享与交
流。

通过学习，许多学员认为，
本次培训活动结合合作社、农
场果园实际需求，解决产业疑

点、难点、痛点问题，具有指导
性、针对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瓜
果新品种与新技术、农家乐的
经营管理与营销策略、农业品
牌创新发展与高品质生产的重
要性、西甜瓜标准化生产技术
及西甜瓜病虫害防治等，为学
员解惑释疑，开拓了思路，提供
了建议，为解决生产中实际遇
到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措施和方案，这有利于农业
企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上海瓜果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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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宣

日前，青浦区融媒国资国
企联盟2024年度创新实践活动
在爱仕达智能谷举行，旨在提
升新时代国资国企新闻宣传工
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荣获
“奋斗光影·青资印记”摄影、视

频作品征集展示活动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以及特别奖的
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据悉，
此次活动共征集 40 余幅作品，
聚焦国家战略担当、人民城市
筑梦、幸福生活营造三大主题，
以生动的镜头捕捉了国资国企
人的风采，展现了国资奋斗者
的精神风貌。

现场还进行了联盟会旗交

接仪式，本季度轮值单位青浦
工业园区与下季度轮值单位西
虹桥公司进行了会旗交接。活
动特邀了上海发布、上海广播电
视台纪录片中心、新华社上海分
社等资深媒体人作为青资融媒
实训营首批特聘导师，助力国资
国企宣传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同时，现场发布了 2025 年
度青浦区融媒国资国企联盟重

点项目，项目涵盖人才能力提
升、创新融媒报道、重点工作宣
传、重大活动联动等四大板块，
从内容、形式、载体多角度进一
步提升工作实效。

据悉，青浦区融媒国资国
企联盟成立于 2024 年 6 月，通
过融媒联盟这一平台，青浦区
国资系统进一步推动了资源共
享，使得新闻报道更加鲜活、信

息传递更加及时、故事讲述更
加生动，陆续推出了《区管企业
一把手谈高质量发展》《原来这
些都是青浦国资国企品牌》《青
浦国资国企“后浪”入职记》等
多篇专题系列报道。青浦国资
国企安全生产月、社会责任集
中发布会等重要活动多次获得
中央及市级主流媒体报道，国
资声音不断放大。

青浦区融媒国资国企联盟举办年度创新实践活动

短讯

“瓜果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培训为新农人释疑解惑

一步一景一墙画 墙绘塑造乡村文明新风貌
□记者 施勰赟

从不起眼的白墙，到让人
流连忘返的艺术视觉景观，乡
村墙绘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不
仅能够美化乡村环境，还能让
乡村砖瓦上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乡风民俗和生活理念。

在宝山罗泾镇肖泾村，“场
景＋创意”使得这里的每一幅
墙绘都有自己的“艺术范”。“新
风貌潮”主题展现和谐生态，绿
意盎然间绘就人间烟火与乡风
新貌；“工业浪潮”主题将邮轮、
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宝山特
色产业跃然墙上，彰显现代工
业力量；“新生活潮”主题聚焦
乡村生活变迁，长者照护、河长
制、积分制推广、垃圾分类等场
景温馨呈现，传递幸福生活的
温度；“历史浪潮”主题深挖萧
泾古寺文化底蕴，古韵今风交
相辉映，历史记忆焕发新生。

在艺术与乡村的完美融合中，
一面面现代墙绘让素朴村落焕
发勃勃生机。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引领下，肖泾村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整治方面取得了显
著提升。此次，肖泾村以“五清
十美”专项行动为契机，携手上
大美院，以四大“浪潮”为主题，
精心绘制约 1100平方米的“漫
游肖泾”墙绘，扮靓乡村美颜。

一步一景一墙画，“漫游肖
泾”墙绘设计中还充分利用肖
泾村现有的绿化区域，规划出
组团式的人文生态景观，将自
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巧妙融合。
四季花海绚烂绽放，苍翠古桑
挺拔矗立，多彩墙绘栩栩如生，
搭配上古朴典雅的凉亭……俨
然成为周边村民茶余饭后休憩
闲聊、享受宁静时光的理想场
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游玩。

在萧泾古寺门前，“建文帝
避难、郑和下西洋”等著名历史
典故跃然墙上。墙绘巧妙结合
了罗泾的文化特色，让村民和
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
深入了解罗泾的文化内涵。

在“漫游肖泾”墙绘设计前
期，肖泾村坚持开门问策、汇聚
民智的基本原则，通过召开村
民大会、设立意见箱等多种形
式，广泛收集吸纳村民的意见

和建议，带动更多村民加入社
区治理的行列，提升村民对社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 画 一 风 景 ，一 墙 一 世
界。每一个有墙绘的院落都自
带“美颜”滤镜，看起来干净整
洁的同时，也增强了村民们的
共治意识，村民们通过成立村
民志愿服务队等方式，积极参
与到画廊的管理维护中。

非遗文化润乡邻
□石路 记者 王平

倡导文明新风，传承非遗
技能。崇明东平镇前进新村继
今年举办土布、团扇、灯笼等制
作项目培训之后，日前，他们又
组织开展了“巧手剪出精彩
——居民剪纸学习”活动。由
此，该新村非遗文化兴趣小组
也在此基础上得以成立。

11月 23日，在前进新村睦
邻中心举行的剪纸班上，不少
居民代表边听老师及志愿者讲

解、边对照图画用剪刀、纸张进
行练习。当天上午，他们要剪
的是一条寓意美好的“锦鲤
鱼”。只见大家谈笑间，剪刀在

“咔嚓、咔嚓”舞动、纸张也在手
中随之变换了模样，一条条活
灵活现的“锦鲤鱼”呈现于指
尖，居民们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一位七旬阿姨说：“巧手剪
出精彩，感恩美好时代。”

据该新村党总支书记姜云
姗介绍，为大力传承非遗文化，
培养乡邻们健康兴趣爱好，他

们通过聘请专业老师以及邀请
地区社会组织一起，将非遗文

化融入群众日常，提升社区居
民整体文明素质。

宝山检察开放日让

劳动者维权更安“薪”

□王韵怡

劳动者权益保障既是关系
民生的大事，也是体现企业责
任担当，推进企业健康发展的
基石。为了深入推进“检护民
生”“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切实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日前，宝
山区检察院举行“守护劳动者”
检察开放日暨签约仪式活动，
区人社局领导、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应邀出
席。签约仪式上，宝山区检察
院与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会签了《宝山区关于督促
欠薪问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 接 配 合 的 工 作 机 制（试
行）》。该机制对线索抄送、提
前介入、行刑衔接等方面作出
了具体规定。签约仪式结束
后，宝山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王晓林主持召开座谈
会。与会人员对宝山区检察院
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做法
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围绕“督促
欠薪 保护劳动者权益”主题，
就如何进一步守护劳动者权益
提出意见建议。

浦东惠南文学社举行

新作《岁月》研讨会

□陈志强

浦东新区惠南文学社近日
发起举行了一场文学研讨会，
30余名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爱
好者相聚一堂，共同研讨倪伟
斌的文学新作《岁月》一书。倪
伟斌是土生土长的浦东南汇
人，他当过农民，后下海经商，
边工作边从事文学创作，丰富
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如
今，他将多年来创作的散文、小
说合集成《岁月》一书。大家研
讨后认为，《岁月》一书乡土气
息浓郁，地域特色凸显，内容丰
富，作品融入了爱党、爱国、爱
家乡、爱人民、爱亲人的深情，
字里行间是作者对故乡的眷恋
之心，对故乡人文的拳拳之心，
对父母乡亲的热爱之情，都深
情地流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