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除了“南汇8424”西
瓜外，地理标志农产品——

“三林崩瓜”也开始陆续上线。
三林崩瓜是葫芦科一年

生蔓生藤本植物。外形长
圆，中部略粗，似橄榄形的马
铃，又称马铃瓜。单瓜重
2－3kg，瓜皮呈淡绿色，有浅
色花网纹，皮薄而脆，瓤色淡
黄，籽血红，肉厚汁多，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在 11%左右，
肉质清香爽口。

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
载，沪郊西瓜最有名的还数
三林塘崩瓜，形状一般与圆
形的西瓜不同，呈长椭圆形，
中部略粗，皮呈淡碧色有网
络状花纹。三林崩瓜原多栽
于三林乡东南部同济、荻山、
金光、南阜等村。抗战时期
侵华日军曾掠夺瓜籽偷运日
本改称“嘉宝”。新中国成立
后，实行计划种植，在“以粮
为纲”年代，瓜田面积越种越
小，渐趋衰弱，最终绝迹。二
十世纪70年代，上海农科院

从日本运回崩瓜原种“嘉宝”
籽三百粒，交三林公社种籽
站，由老瓜农试种0.7亩，瓜
汁甜度也达11度，瓜瓤组织
细腻，已非一般西瓜所能及，
因而能保持“三林崩瓜”的盛
名而不坠。

今年，浦东新区农协会、
三林农投公司、盒米村农业
专业合作联社共同推进“三
林崩瓜”进入上海农产品品
牌市场，旨在进一步提升“三
林崩瓜”的产销能级和品牌
知名度，为浦东经济和文化
发展作出贡献。“三林崩瓜”
栽培技艺也被列入“浦东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此同时，个小、皮薄、
汁多、鲜甜，深受上海市民喜
爱的“金山小皇冠”西瓜也即
将进入成熟期。为了让市民
能买到品质正宗的“金山小
皇冠”，今年金山区推出“金
山小皇冠”全新包装，通过

“一箱一码”进行防伪，以保
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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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顶流”上市 先吃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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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的吃瓜地图太广阔，各类瓜果的拥趸众多，实在难以梳理一份吃瓜报

告，可谓是无“瓜”不“夏”。

亲身入瓜棚，现采现尝的“南汇8424”西瓜，满口甜脆；“瓜味冰淇淋”——玉

姑甜瓜，兼备甜品与果品的特性，一口下去，萦绕在口腔中的甜，与似火的骄阳相

互碰撞，完成了升华；在金山地区，“金山小皇冠”西瓜即将进入上市期，劈开圆滚

滚的西瓜，黄色的果肉、黑色的瓜籽令人垂涎欲滴，独属于“金山小皇冠”的清甜

水嫩，可以回味一夏。

满满家乡味儿的夏日“顶流”，拥有强烈的地域属性。无论西瓜有多少“流

派”，各自江湖地位排名几何，“南汇8424”西瓜在上海人心目中始终占有一席

之地。5月初，上海歆香蔬果专业合作社的头茬“南汇8424”西瓜上市，上海小囡们闻讯而

来。这份迫不及待印证着，在上海，吃瓜也是一件风风火火的事情。

“南汇8424”西瓜为何颇受市民青睐?

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得
不提“南汇8424”西瓜的前世
今生。这个品种，确实是为
南汇这块土壤而生。

1984 年，吴明珠教授在
几十组试验配比组合中，培
育出了表现最为优秀的第
24组良种，因是早熟品种，故
名“早佳8424”西瓜。良好的
种源，结合南汇地区紧靠东
海之滨的独特地理优势，让

“早佳8424”一举成为南汇西
瓜生产的当家品种，并成功
注册“南汇8424”西瓜地理标
志商标，获得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称号。在全国西甜瓜
擂台赛中，“南汇 8424”西瓜
也经常包揽中型西瓜组的奖
项。

多年来的情怀，良好的
口感，让上海市民一提起“南
汇8424”，就充满了回忆和情

怀。而多
年 来 ，这 一
品种的延续和
推广也没有让大家失
望。

2023年，浦东新区“南汇
8424”西瓜种植面积约 1 万
亩，种植实行严格的“稻瓜轮
作”模式，即每一块西瓜地，
前期都需要种植至少5年的
水稻，才可以种一年西瓜。
目前，“南汇 8424”西瓜品牌
合作联社现有成员单位 36

家，种植面积7000余亩。
上海歆香蔬果专业合作

社是品牌合作联社的成员之
一，基地严格实施标准化生
产管理，按照“统一技术、统
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商
标、统一包装标识、统一零售
指导价”和三套上海市团体

标 准 栽
培 西 瓜 。

“不达标准，我
们是不会上市的。”周

诗雨是合作社的“二把手”，
“95 后”的她已经是“农业小
师傅”了，“2016 年我开始接
触农业，今年是第八年了。”

跟着“小师傅”走进瓜
棚，碧绿的西瓜静卧田野。
没有“咚咚”的敲瓜“小调”，
深耕瓜田数十载的师傅们，
现在有了新的采摘技巧。周

诗雨介绍道，“授粉时，我们
就会为西瓜挂上它的‘生日’
标牌。”通过标牌颜色记录栽
培日期，然后按照作物生长
周期定时采摘。“你看，这个
挂有粉色标牌的瓜是 3 月 6
日授粉的，那个挂着蓝色标
牌的是3月7日授粉的，这一
批次的西瓜已经可以采收
了。”

据悉，今年上海歆香蔬
果专业合作社共种植品牌

“南汇 8424”西瓜 100 亩，产
品现有 3 种规格面向市场。

“我们有1个装、2个装和4个
装，消费者可以按需选择。”
周诗雨说。

据浦东新区农协会西瓜
合作联社统计，2022年，品牌

“南汇8424”西瓜销量已达到
110.36 万箱，比 2021 年增加
38.68%。

夏日，吃瓜群众还有哪些选择？

“南汇8424”西瓜销售网络以基地直销为基础，在盒马设

专柜，并与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联华超市、浦东农发集团、上

蔬云采集采平台、众福优选、明康汇生鲜门店、“孙桥优选”开

展了合作，消费者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和渠道购买到正宗的“南

汇8424”西瓜。

消费者怎样才能品尝到这份甜脆滋味？

（扫码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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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一站式“微度假”带您体验绿色乡村生活

短讯

□记者 曹佳慧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开
好局、起好步，金山区创新工作
载体，推出基层党建“鑫讲堂”
平台，遵循一切围着发展转、一
切盯着发展干的主旋律，用好
基层党建这把“金钥匙”。

日前，“鑫讲堂”启动仪式
暨第一讲活动在金山“三个百
里”乡村振兴学院举行。“鑫讲
堂”每年将根据市委、区委重点
工作确定一个主题，全年围绕
主题开展若干场活动，突出问
题导向和效果导向。

结合金山创建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2023 年“鑫讲堂”主
题确定为“践行‘三个百里’重
要指示 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通过“鑫讲堂”平台推
动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2007 年 6 月，时任上海市
委书记习近平在金山调研时作

出“三个百里”重要指示，即“金
山要建设百里花园、百里果园、
百里菜园，成为上海的后花
园”，这成为金山奋力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
展的总遵循。近年来，金山区
坚定不移高举“三个百里”旗
帜，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
不断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十法”，
努力为全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金山经验”。

吕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二级巡视员施芬芬现场分享了
对“三个百里”重要指示的亲身
感受。“对我个人来说，作为基
层干部曾有幸在田间地头向总
书记汇报工作，是我工作经历
中最幸福、最高光的时刻；对金
山来说，这个日子是具有里程
碑式意义的日子，正是因为总
书记对我们探索特色品牌农业

工作的肯定和对未来可持续发
展的指示，金山从此踏上了由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
征程。”

作为具体实践者，吕巷镇
党委书记黄辉云从科技赋能、
融合发展、资源优化三个维度
分享了“三个百里”重要指示的
吕巷实践。来自百里花园、百
里果园、百里菜园的代表们，也
现场分享了他们在金山这片沃

土创业，遵循“三个百里”重要
指示结出硕果的生动故事。

据悉，金山启动推出“鑫讲
堂”平台，就是要将其作为广大
党员群众的经常性教育平台，
作为大力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的平台，作为深化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平台，汇聚推动金
山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为金山
转型新发展塑造新形象提供坚
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记者 施勰赟

近日，在位于奉贤区庄行
镇的上海绿煜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多个蔬菜大棚内，菠菜
进入了收获期。和往常不同的
是，这一批成熟的菠菜是通过
采收机采收的。随着菠菜采收
机稳步向前，绿油油的菠菜整
齐地随着传送带被自动装筐。
通常情况下，菠菜连栋大棚里
的一条畦面，过去两个工人人
力采收大概需要花费2小时，如
今机械化操作后，全程只需大
约二十分钟。经过上海市绿叶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两个专业组
的产学合作与现场推进，沪郊
菠菜有望实现全程机械化生
产。

上海市绿叶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园艺所所长朱为民告诉记
者，实现菠菜机械化最重要的
是合适的品种以及与之相匹配

的农机与农艺。从整地到播
种，环环相扣，最终才能实现机
械采收。

首先，地要整得很平整，将
机器收割时起伏造成的误差降
到最低；播种也要很整齐，方便
后期采收机行驶。而在品种方
面，机器采收需要蔬菜株型直
立、根部纤维含量低，这样剪切
强度低，不会损伤刀片，从而适
合机械化栽培和管理技术的应
用。经过上海师范大学农科专
家长期以来的不懈选育，最终
得到了“沪菠 5 号”和“沪菠 10
号”两个品种。除适宜机械化
采收外，这两个菠菜品种还具
有草酸少、适口性好，长势旺
盛、生长速度快、有光泽，叶肉
厚等特点，从播种到采收的时
间需要40天左右。前者是中熟
品种，亩产在1100公斤左右；后
者是中晚熟品种，适用于夏季
蔬菜供应，亩产超过 1400 公
斤。目前，团队还在发掘其他

适于机械化生产的叶菜品种。
本次现场展示的上海绿煜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上海市
蔬菜标准园、市首批蔬菜机械
化应用示范点，也是本市的绿
叶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培育核心
示范基地。今年 3 月 17 日，基
地通过机械整地、机械起垄在
试验大棚内形成 1 米多宽、近
20 厘米高的肥土垄台。随后，
又通过播种机埋下了适合机械

化采收的菠菜种子。之后经过
自动喷洒、雾化等水肥管理，如
期迎来了机械收割。

目前，该基地在菠菜播种
到采收环节，耕地、作畦等农活
全部都靠机械完成，实现了植
保作业、自动灌溉和水肥一体
化作业。再加上灭茬机、旋耕
机等诸多新型农机的辅助，该
合作社的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70%以上。

□青宣

在蟠龙天地感受“小桥流
水人家”般的诗情画意，在乡村
振兴示范村岑卜村里游览绿色
消费主题集市，在乐稻心田乡
村露营节上体验树荫听风的乡
村生活……日前，以“绿动长三
角 乐 享 新 消 费 ”为 主 题 的
2023年“上海绿色消费季”暨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五五购物
节”，在青浦区蟠龙天地正式启
动。

绿色消费是“五五购物节”
核心内容，绿色更是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发展的底色。让低
碳出行、循环使用等绿色消费

习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是
本届绿色消费季的重头戏。

启动仪式上，上海购物中
心协会、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
协会、上海副食品行业协会以
及“饿了么”“爱回收”，分别代
表百货及购物中心、餐饮行业、
菜场集贸市场、电商企业、回收
企业等不同商业业态，进行了
绿色消费行动发布。

据悉，“2023 年绿色消费
季”共推出42项特色活动，2023
环意自行车长三角公开赛将举
办绕圈赛、公路赛、咖啡集市、
餐车集市、少儿平衡车比赛、自
行车电竞赛。

“五一”黄金周期间，百联

南方购物中心策划开展绿色骑
行嘉年华活动，为消费者带来
沉浸式绿色户外消费新体验。
此外，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购
物节分会场举办为期 4 天的绿
色消费主题集市，通过发放环
保袋替代塑料袋、布置绿色倡
议摊位、展示绿色环保产品，面
对面向广大消费者普及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激发绿色消费需
求，让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融入行动。

近年来，青浦区聚焦新场
景、新业态、新模式、新体验，重
点打造一批农文旅新场景。这
个“五一”假期，市民朋友在青
浦体验一站式“微度假”。上海

绿色消费季启动活动当天，青
浦“微度假”新目的地蟠龙天地
迎来开业仪式。

千年江南古镇蟠龙镇坐落
于西虹桥片区，围绕“蟠龙十
景”的古镇风貌、三公里曲水流
觞的江南水系、千年香火的蟠
龙庵“庵市”以及十字街、程家
祠堂、滨水商区、粮仓艺术酒店
等特色场景，为长三角区域居
民打造一个集水乡底蕴、艺术
人文、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公园
里的江南新天地”。蟠龙天地
目前已有近20家上海及全国首
店、超过60家区域首店入驻，在
微度假配套上做到“一站式”触
达。在蟠龙天地，市民朋友可

以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体验
户外绿色的活力、享受时尚购
物的乐趣，实现文化与审美的
双向交流。

据活动主办方透露，2023
年“上海绿色消费季”暨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五五购物节”活
动将持续至6月底。其间，上海
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
陆续推出100多场消费活动，云
集新建地标和时尚消费产业资
源，融合特色文化，全力将一体
化示范区打造成为展览、旅游、
文化创作和消费购物的新目的
地。

金山“鑫讲堂”畅谈“三个百里”乡村振兴生动实践

□金丹 记者 王平

亲子阅读是加强亲子沟通
的方式之一，在浦东书院镇东
方颐城小区的亲子阵地，阅读
室、探究室、游戏室、议事厅四
个功能室色彩鲜明、布置温
馨。阅读室内摆放了自然科
学、儿童绘本等适宜小朋友阅
读的书籍，铺设的地毯或者桌
椅可供小朋友和家长们围坐在
一起，窗外一派乡野风光，为孩
子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我们小区内一家五口的
情况比较多，在日常巡查小区
时，经常会听到一些爷爷奶奶
提及现在的子女工作忙，鲜少
有时间带孩子。”东方颐城党支
部书记邵荣娜说，“那我们的工
作是否可以在孩子身上多动动

‘脑筋’？”
结合居委目前开展的书法

班活动，居委会决定继续以“书
香”为主线，开展亲子阅读项目，
以居民区内3-6岁亲子家庭为
主要群体，通过“小手拉大手”，
带动居民从参与活动、享受服
务，到主动参与、提供服务的转
变，托起有温度的“熟人社区”。

亲子阅读活动从去年 11
月开始，每月1期，以线下活动
为主，每期由家长们与孩子共
读绘本并互相分享，通过这种
方式，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增加孩子们的知识面。为了丰
富活动形式，在绘本阅读的基
础上，还特别增加了手工制作
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和家长
更有亲子的体验。

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居
民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也多了起
来，从居委一开始的“一人唱戏”
到家长们的共同参与，越来越多
的年轻居民主动加入了进来。

接下来，居民区将继续深
化社区公共空间，拓展社区服
务项目，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激发更多居民对
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参与社区治
理的热情。

乡村亲子阅读
托起“熟人社区”

本市菠菜生产有望实现“机器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