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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无缝衔接，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2024年，全市完成交易项目14728宗、资产进场交易金额达到107亿元，超
出年度目标70亿元的52.9%。闵行、浦东和嘉定3个区交易金额超过15亿元。2024年，《关于进一
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截至12月底，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7748.1亿元，经营性资产约4115亿元，分别较
上年增长10%和13%。2024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644元，同比增长6.2%。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更活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更富了

扫码详见相关报道扫码详见相关报道

上海正大力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农业农村投资与合作带来新机遇。2024年，市农业
农村委积极筹备举办招商推介和项目签约活动，开展调研走访和投资接洽，全年举办了3场面向
全球的招商投资促进大会。继2023年全市农业农村投资到位资金突破200亿元后，2024年全市
涉农产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 285亿元，再创新高！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工作呈现了稳中有升
的发展态势，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50亿元）的114%，比上年增加18.3%。

在上海投资农业农村大有可为！

上海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品牌深度融合，借助“区块链+优质农产品”溯源技术，奉贤黄
桃、嘉定马陆葡萄等12个品牌农产品完成上链，让农产品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2024年，
南汇水蜜桃列入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名单，三家涉农企业入选首批市级“上海品
牌”培育试点。通过整合资源，大力发展河蟹、葡萄、蔬菜、南瓜等诸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从生
产、销售到服务各个环节发力，全方位提升农业品牌发展水平，为市民提供优质、放心的农产品。

农产品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扫码详见扫码详见
相关报道相关报道

2024年，上海坚持因地制宜，规划指引，激发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着力推进崇明区竖新镇、
浦东新区合庆镇、松江区泖港镇、金山区吕巷镇、青浦区练塘镇、崇明区中兴镇等首批6个“五好
两宜”和美乡村片区建设，实现从点上突破到扩面推广的转变。“本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情况”
作为上海市政协年度重点提案予以督办，截至12月底，完成第六批28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共
计678个清单项目建设，全市累计建成14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和339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从点上突破到扩面推广，乡村建设迭代升级

在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上海持续加强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和驻村、挂职等干部交流
工作。2024年，市委组织部会同市农业农村委选拔23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乡村振兴任务重的乡镇
挂职，选派交流打破城乡人才壁垒，为乡村注入新鲜血液。加上 2023年选派的 200名驻村指导
员，青年干部们化身乡村振兴的先锋力量，真抓实干、勇毅创新，深耕集体经济帮扶，助力乡村产
业项目落实落地。2024年，驻村指导员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通过组织联建、资源引入、项目联动，
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14个，累计投资超2亿元，促进农产品销售2100余万元。

扎根基层，选派年轻干部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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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2024年上海地产农产品直播电商遍地开花，各涉农区立足特色，精
准发力：嘉定马陆葡萄搭上电商快车走出上海、飞向全国；青浦练塘镇东庄村的电商平台“厨见”
开创电商助农新模式；奉贤四团镇新桥村的“醉馨桥”直播间开播半年销售额达到80余万元；浦
东新区聚焦乡村新农人职业发展问题，开设青年夜校直播带货培训课程……农文旅电商新模式
蓬勃兴起，将优势资源转化为更多优势产业，同时也做好乡村“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崇明爱国村
将乡村休闲旅游与白山羊养殖相结合；金山中洪村利用农民画的“金字招牌”为初代“网红村”注
入蜕变活力；松江东夏村将宅基地盘活用于以特色景区为核心的农文旅融合开发。

探索乡村电商发展新模式，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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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平

为助力上海市和浦东新区
国际消费中心建设，致力于打
造汇集全球消费资源、实现“买
全球、卖全球”的国际级消费窗
口，围绕佛罗伦萨小镇商圈建
设，进一步拓展消费业态，汇聚
特色品牌，1月 23日，在浦东新
区祝桥镇上海佛罗伦萨小镇举
行三期项目开工仪式。

活动中，随着推杆启动，标
志着佛罗伦萨小镇三期项目正
式开工。以全新面貌亮相的小
镇将在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的关
心与支持下，顺利完成建设目
标，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多
元的购物体验，为浦东的商业
发展注入更多动力，进一步提
升浦东的消费能级和国际影响
力。

佛 罗 伦 萨 小 镇 及 RDM
Asia 首席执行官鲁墨睿先生进
行了上海佛罗伦萨小镇三期项
目介绍，他表示，佛罗伦萨小镇
一直秉持“零售娱乐化”的理
念，致力于为消费者打造购物、
休闲、娱乐一体化的零售新体
验。让大家对上海佛罗伦萨小
镇三期项目有了更为直观、清
晰、全面的了解。上海佛罗伦
萨小镇总经理陈晓陵女士进行
了上海佛罗伦萨小镇新春特辑
分享。

据悉，上海佛罗伦萨小镇
作为一座集购物、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国际化商业综合体，其
三期项目的开工，不仅将进一
步丰富祝桥、浦东乃至上海的
商业业态，提升城市品质，也将
为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推动经
济增长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佛

罗伦萨小镇，作为商旅文结合
的地标性购物中心，一直以来
都是浦东商业的一张亮丽名
片。它以其独特的意式风情，
丰富的品牌矩阵，以及优质的购
物体验，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
客，成为上海首批“国际友好商
场”，为浦东乃至上海的国际消
费中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佛罗伦萨小镇与祝桥
镇的渊源始于 2013 年，项目于
当年签订投资协议落户祝桥，
分两期开发，分别于 2015 年、
2021 年建成营业，聚焦高端品
牌消费，以意大利文化为主题
营造消费体验新场景，创造时
尚消费新热点，是目前中国运
营最优秀的奥特莱斯项目之
一。上海佛罗伦萨小镇三期项
目有望于 2026 年上半年营业。
三期将延续一、二期的设计风

格，以意大利经典建筑风格为
灵感，融入复式商铺的全新设
计理念，为消费者带来更加高
端、舒适的购物体验。三期总
建筑面积约 5.9万平米，预计增

加停车位近 1800 个，将实现小
镇建筑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
规模，品牌组合将有效增强，相
信会有效提升消费者购物的舒
心、愉悦感。

上海佛罗伦萨小镇三期项目开工仪式在浦东祝桥镇举行

新篇开启，汇聚全球特色消费品牌

康桥艺术“夜”课堂引领高品质社区文化生活

□陈军贤

咚锵，咚锵，咚咚锵，一群
身穿百年前土布衣裳的老妈
妈，腰系红腰鼓，手中舞动着系
着红绸带的鼓锥，欢乐地敲起
来……1 月 22 日，浦东新区周
浦镇棋杆村沸腾了。村民们前
呼后拥地来到顾氏百年老宅
里，观看送灶等众多民俗展
演。“乡村年年新，送灶迎新春，
欢欢喜喜过大年”，周浦镇棋杆
村送灶仪式在此拉开大幕。

顾氏老宅建于清朝道光年
间，28间保存完好的乡间“绞圈
房”，已有180多年的历史。老
宅内还同步保存着两座老灶
头。周浦当地的书画爱好者们

在其中的一座老灶头上画上了
“鲤鱼跳龙门”“喜鹊报春”“鸳
鸯戏水”“年年有余”等灶花，使
老灶头顿时喜气亮眼。灶花是
上海的非遗文化，许灵电是国
家一级美术师，为了画好灶花，
他细心钻研灶花的艺术特色，
反复画出了许多灶花草案，最
后选定了上百年老灶头的灶
花，使这一优秀传统民间艺术，
在老灶头上大放异彩，令村民
们纷纷称好。

旧时，农历腊月廿三这一
天，上海浦东农村等地家家户
户要举行送灶仪式，做糯米大
圆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农家人对做圆子十分用心。棋
杆村的顾彩红、顾进君等十位

老妈妈为了这次送灶，不仅精
心挑选上好的青菜和野荠菜，
还一早上菜市场买来了新鲜猪
肉，手工剁碎，用精肉和青菜及
野荠菜精心拌好馅料，8点不到
就用糯米水磨粉揉成团子，用
双手娴熟地做起了浦东菜肉大
圆子。

此刻，老灶头的炉档里火
红红地燃烧起来。不一会儿，老
灶头上大锅里的水沸腾起来。
一身土布服装的朱平云老妈妈
把刚做好的一大竹匾糯米菜肉
圆子倒进了大锅里。等锅里白
嫩嫩的圆子一个个浮起来，“咕
噜咕噜”地跳跃着，圆子熟了。

送灶前，老宅场园前的舞
台上进行了文艺演出。舞台前

的凳子上坐满了乡亲们，掌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喜庆的土布
腰鼓舞起来，土布走秀走起来，
红红的春联写起来，乡亲们喜爱
的沪剧唱起来。年俗节目一个接
一个。周浦镇相关负责人和村干
部还为老宅主人——百岁寿星
张桂仙的大门贴上了红艳艳的
春联，张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此次活动由周浦镇人民政
府主办、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
承办，棋杆村、周浦企业文化促
进会协办。周浦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农历腊月廿三，举办
乡村小年送灶迎大年的活动，
就是要传承好春节非遗文化，
保留乡村记忆、保留乡土民俗，
让年味越来越浓。”

浦东周浦：小年送灶赏民俗 留住乡愁迎大年

□记者 王平

1 月 19 日，浦东康桥文化
中心三楼剧场内沉浸在一片欢
乐与艺术交融的热烈氛围之
中，“艺”起成长——康桥艺术

“夜”课堂迎新春汇报演出在此
盛大开场。与此同时，文化中
心一楼展厅集中展示了近百名
学员的优秀艺术作品……

据记者了解，自2004年起，
康桥文化服务中心便率先在公
共文化领域开启了延时服务的
探索征程，多年来不断深耕，持
续创新，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当天活动的
精彩呈现不仅是2024年度康桥
镇文化延时服务的成果缩影，
更是该中心二十余载坚守与耕
耘的生动注脚，见证了社区居
民在艺术领域的成长与蜕变。

演出在悠扬激昂的古筝齐
奏《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欢

快的音符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随后，古筝重奏《金蛇狂舞》以
其热烈的节奏将演出推向高
潮，奏响了新春的欢快旋律。
舞蹈、跆拳道、瑜伽、武术等丰
富多样的表演形式纷纷登场，
巧妙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艺
术，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
的视听盛宴。

展厅内，百余件学员作品
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凝聚着创
作者的心血与热情，全方位展
示了学员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
长与收获。前来观摩的市民们
赞叹不已，不少人表示：“文化
中心的艺术课上能创作出这么
优秀的作品，太令人惊喜了，下
次我也要报名参加！”

回 顾 2024 年 ，康 桥 艺 术
“夜”课堂的各类培训班成绩斐
然。春季班开设194个班次，吸
引36246人次踊跃参与；暑期班
198个班次，为15760人次学员

开启艺术探索之门；秋季班更
是规模空前，250个班次共培训
学员达 46998 人次。课程内容
丰富多元，涵盖书法、绘画、创
意科学、器乐、舞蹈、武术、体适
能、象棋、小主持等多个领域，
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
爱好居民的艺术追求。

二十多年来，在公共文化
延时服务的持续探索中，康桥
文化中心艺术“夜”课堂已然独
树一帜。在开放时间上，巧妙
利用“时间差”，将服务延伸至
夜晚，为忙碌一天的市民提供
了享受文化滋养的专属空间。
在内容供给方面，深入调研不
同年龄层的文化需求，精心设
计多样化培训科目，无论是少
儿的创意启蒙，还是成人的艺
术进阶，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
的学习路径。在师资与教学
上，整合市民夜校与市民艺术
大学的优质资源，让高品质文

化教育走进社区。
作为综合性文化场所，康

桥文体中心服务设施一应俱
全，篮球场、乒乓房、健身驿站、
多功能厅、操房、剧院、广场等
设施每晚全天开放，全年无休，
满足辖区内30万余居民的多元
需求。除了丰富的培训班，这
里还集演出、特色活动、体育锻
炼、团队活动、电影放映、图书
阅览等服务于一体，真正做到
让居民各取所需。

如今，康桥文化中心延时
服务不仅为社区居民打造了精
神文化家园，更成为邻里交流
互动的温馨纽带，让艺术之美
融入日常生活，温润人心。它
以二十余载如一日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共享高质量公共文化服
务的理念，在社区文化建设中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照亮居
民的精神世界，引领大家迈向
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新征程。

消防演练迎新年

防灾减灾保安全

□周宣

临近春节，为进一步营造
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浦东新
区周浦镇瓦屑社区联合镇相关
部门、申江消防救援站举行了
一次消防安全主题活动，各村
居群众代表、区域内新兴领域
主体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申江消防救援站
的相关负责人用身边的7个案
例，以影音同步的形式进行了
安全知识宣讲，同时对 2025年
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控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重点宣传。随后随
着火警警示音响起，消防安全
疏散演习开始，大家次序井然
的进行了火灾逃生疏散演练。
大家在专业消防队员的指导下
亲身上手学习如何使用灭火器
灭火，学到了一项专项技能。

为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工
作，瓦屑社区在相关部门的指
导下还对各小区发放了微型灭
火器并指导使用方法，同时排
查了辖区内振兴路及瓦屑老街
上的部分商铺和住户的消防安
全情况，指导大家如何消除安
全隐患、如何使用灭火设备等，
重点排查指导了电动车维修商
铺安全工作。

敬告读者

欢度 2025 年新春佳

节，本报 1 月 30 日（星期

四）、1 月 31 日（星期五）

两期报纸休刊。2 月 4 日

（星期二）起正常出报。

特此敬告。祝读者朋友

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本报编辑部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