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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餐桌上的那碗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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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贺梦娇

最近，许多市民发现，在闵行区华漕镇
的运乐路纪翟路路口，一幅幅画作沿着粉
刷一新的红色砖墙徐徐展开，路过时颇有

“人在画中走”的意境。记者从华漕镇获悉，
11月25日，闵行这座“马路美术馆”诞生了。

扮靓街头的文化之洲

此次运乐路马路美术馆首展以“美美与
共”为主题，从全国投稿的300多幅画作中，
经专家评审选出75幅优秀作品，分为“先行
之风”“家园之恋”“青春之梦”3个篇章。画
作作者有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也有青少年
学生，呈现出前湾“城野无界”的独特景致。

青年画家胡敏平时的画作以牡丹、荷
花为主，这次她带来了工笔荷花《俏蕾娉
婷翠漫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与马路美
术馆的展出。“和平时在展馆、艺术馆的展
出不同，这里人来人往，停个车就能看到，
可以让更多人欣赏我的画。或许在这过
程中，能让人多了解一点艺术。特别是对
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艺术展示成为他们
接触和了解艺术的窗口，有助于培养他们
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

胡敏认为，艺术可能有一定的专业
门槛，但艺术也可以是“亲民”的，马路美
术馆正是传播美的一种渠道。“大家对美
的感受可能会不同，但美就在大家身边，
并不是只能在艺术馆、美术馆里才能看

到”。正如她在作品简介里所说：“画者是
爱花人，你我爱花亦爱画。”

现场，不少画作上还附上了二维码，
可以通过“扫一扫”呈现AR（增强现实）效
果。比如其中一幅，记者看到，在原有的
荷花图基础上，虚拟的蝴蝶在荷花间飞
舞，为静态的画作增添了动态的生命力，
使得观展体验更加丰富和立体。

“亲民”不仅是对于欣赏者而言，同时
也给了很多“素人”创作者一个展示平
台。行至运乐路转角，画风变换，社区、园
区、街区的艺术爱好者们，绘就了宜居宜
业的幸福画卷。

“这幅画画的是林荫湖畔园东区会
所，就是我家门口的景色。”今年 61 岁的
胡国璞，在小区里教小朋友画画，已经有
15 年了。此次展示的画是他在 2023 年夏
天画的。“那天带着小朋友在社区里采风，
我们就选取了这个景，”胡国璞带着记者
走向了旁边的一幅画，他说他特别想介绍
一下这幅来自学生灵感、由他临摹的《孩
子的梦想》。“这个孩子的很多画作都是一
扇门。画面中，一扇门被阳光照亮，左上
角的太阳象征着希望和梦想。这幅画传
达了孩子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他想要
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的梦想”……

行走其中，或是一幅描绘春日花园的
油画，画中的花儿在柔和的阳光下竞相开
放，色彩斑斓，而你脚下的落叶随着轻风
轻轻舞动，带来一丝冬日的寒意；或是在
一幅描绘宁静乡村的画作前驻足，画中的

田野在金色的夕阳下显得格外宁静……
马路美术馆是华漕镇探索艺术与公共空
间融合的创新尝试，以马路为舞台，以城
市空间为画布，让市民群众在街头巷尾都
能与艺术不期而遇。

“这样的艺术展示方式让艺术走出了
传统的美术馆和画廊，变得更加容易接
触。”有市民提到，他们在路过这些画作
时，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每一
幅作品。这种街头的艺术展览让他们感
受到了艺术的魅力，也激发了他们对艺术
的兴趣和好奇心。

多元化参与丰富城市色彩

如何让传统的美术馆走到公众身
边？华漕镇也在思考让更多社会力量介
入，让艺术展陈与公共文化、社会美育、公
益事业愈加融合。

此次以“运乐路马路美术馆”为起点
的华漕先行艺术季同步开启。据悉，艺术
季围绕一场画展、一支队伍、一次合作、一
场论坛、一次巡展、一场拍卖、一套课程、
一个新空间“八个一”，全方面多层次为华
漕街区、校区、社区、商区搭建艺术与文化
的交流平台。

首任“运乐路马路美术馆”馆长、闵行
区新联会副秘书长孙元元告诉记者，先行
艺术季也是“一次与园区企业的精诚合
作”，以“统战+文化”的新路径推动统战
工作进园区，发动镇域企业以公益捐赠，

提供活动场地，爱心拍卖等方式共同参
与，成为苏河前湾美好发展合伙人。同
时，区、镇新阶层人士以专业服务团形式，
把艺术赏析、展览、体验等文化资源送入
园区企业。

“我曾经每年走进大凉山，捐助物资
帮助孩子，我一直觉得公益这条路需要更
多人参与。”闵行区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三新妇联执行主席
张锦霞现场认领了来自“星星的孩子”的
一幅画作，同时号召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
与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大美
育，关注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在此次征集过程中，超过一半的作者自
愿捐出原作，参与社区爱心拍卖。拍卖款项
将用于关爱弱势群体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进一步传递这些艺术作品的温暖与价值。

“墙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文化呈现的
天然画布。”华漕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华漕对保乐路、平乐路、诸新路一带围
墙进行彩绘，配上雅金字体和剪影、仿真
绿植模块、大片留白，掩映在沿街的树荫
婆娑，通过真人与人物剪影的互动创意，
让墙“活”起来、“动”起来，成为华漕的一
个记忆点，一个美好承载地。

作为城市艺术活力的一次崭新激发
与呈现，未来，华漕镇还将以马路美术馆
为核心，举办各类艺术活动，进一步丰富
华漕先行艺术季的文化内涵，推动虹桥前
湾文化软实力建设。

□记者 曹佳慧

11 月 28 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
称“农交会”）在广东省广州市
开幕。本届农交会以“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为主题，重点聚焦展示成
就、推动交流、培育品牌、促进
贸易四方面内容，展览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近 3000 家企业携
2万余种展品参展，到会专业采
购商预计超5万人。

本届农交会由农业农村部
主办，全国农业展览馆、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广州市农业农村
局承办。展会继续坚持“节俭、
务实、多彩、安全”的原则，以

“展”为媒，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在突出农业现代化的
基础上，聚焦品牌引领农业高
质量发展，加大品牌塑造及推
介力度，举办营销促销系列活
动，线上线下联动推介，大力促
进农产品产销衔接，打造高品
质农业合作交流平台。

据悉，本届农交会共设有
省区市品牌农产品、乡村帮扶
产业精品、智慧农业、农耕文
化、农机等12个展区。在现场，
各大展区精彩纷呈，参展商“各
出奇招”，亮点频现，参观者络
绎不绝。

上海展区以“农业全产业
链的融合发展”为主题，展现上
海首创、特色、高精尖、引领未
来农业发展方向的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成果，强调从生产到消
费的全过程展示。通过合理的

展区划分、丰富的展示内容与
形式、创新的技术与手段以及
浓厚的氛围营造，全面而生动
地展现农业产业链的前段、中
段、后段的融合发展，体现上海
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上海农
业服务业发展，加强与各省市
的互动与交流，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贡献上海力量。

来自上海的27家企业和单
位，带来了种源农业、智慧农
业、品牌农业、农业科技创新、
农产品加工业、新零售等领域

具有代表性、引领性、创新性的
产品和技术。展区内的多种多
媒体设备，为观展者提供丰富
的视觉和听觉体验，并设置了
上海区域公用品牌和地标农产
品 Map、智慧系统体验等互动
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趣味
性。

此外，在绿色、有机、地标农
品展区，上海以“沪派江南 侬好
优品”为主题，展示了大米、河
蟹、番茄、草莓、南瓜、玫瑰花茶、
玉米等绿色优质农产品。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开幕

上海全面展示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成果

第二十一届农交会上海展区第二十一届农交会上海展区。。记者记者 杜洋域杜洋域 摄摄

【开栏的话】

“民以食为天”，在主食范畴中，

大米的地位不可动摇。在这个收获

的时节，沪郊大地处处稻谷飘香，收

割、烘干、加工、运输……从田间地头

到现代化米厂，丰收的喜悦被源源不

断地送上餐桌。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

姓对餐桌上“那碗米饭”的期待也从

“吃饱”变为“吃好”，更加追求新鲜、

风味、品质。上海有着大市场、大流

通的优势，可供选择的大米品类琳琅

满目，但许多消费者还是对地产大米

情有独钟。人民的城市因“米”而兴，

餐桌上那碗米饭的背后，连接着从育

种专家到种粮农民，从田间地头到城

市餐桌，从仓储物流到零售超市等各

个环节。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即日起，

本报推出“老百姓餐桌上的那碗米

饭”系列专题报道，讲述从一颗种子

到一碗米饭的故事，增添端稳“中国

饭碗”的底气。

新品种+新联盟，“奉贤制造”大米闯市场

□记者 陈祈

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饭，寄
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近年来，奉贤区持续发力，
成功选育本地稻米新品种“美
谷 2 号”，成立优质稻米产业化

联合体并正式发布“贤城美谷”
区域大米品牌，满足广大市民
对高品质稻米的消费需求的同
时，在推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征程上又迈出坚实的一
步。

沪郊不少区域优质稻米品

牌背后，都有一个当地自主选
育的水稻品种，如松江的“松早
香1号”、青浦的“青香软粳”等，
这些品种身上烙印着“出生地”
标志。为弥补这个空缺，由奉
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牵头，
育种专家、区内合作社密切配
合，经过多年探索试验，奉贤区
成功选育出该区第一个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水稻品种

“美谷2号”，实现了区域优质稻

米品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以
此为契机，奉贤区大力推动水
稻种植户由“卖稻谷”向“卖大
米”转变。

当前，奉贤的秋收工作已
接近尾声，位于奉城镇的上海
花野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全面
完成今年的水稻收割工作。合
作社负责人、“90 后”新农人姚
楚豪介绍，合作社今年种植水
稻1000多亩，与往年不同的是，

作为奉贤区优质稻米产业化联
合体的成员单位，今年合作社
选取 150 亩稻田，首次种植“美
谷 2 号”。尽管是第一年种植，
但这一品种出色的品质所带来
的销售佳绩让姚楚豪颇为满
意，“我们的‘美谷2号’煮出来
的米饭香软、油亮、爽滑，客户
吃下来赞不绝口，之前一小部
分已经卖完了，还不断有顾客
下订单，目前正在加紧烘干、加
工。”

近两年，“美谷 2 号”屡获
殊荣，在 2023 年上海地产优质
中晚熟大米品鉴评优活动上获
得金奖，又在 2024 长三角粳稻
新优品种评比中一举夺魁，佳
绩的背后，标志着奉贤优质稻
米实现了“从有到优”的转型。
2023 年，奉贤区“美谷 2 号”种
植面积达 3 万亩，2024 年扩大
至4.7万亩，这些都为推进稻米
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
础。 （下转2版）

在街道转角在街道转角
与艺术不期而遇与艺术不期而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