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 顾村

两镇等沪太路沿线地区的居
民， 再也不用因为普通民事诉

讼案件跑到友谊路上的宝山区

法院本部开庭啦。近日，上海市宝山

区人民法院大场人民法庭在新址正
式恢复使用。

大场法庭原址位于上海市宝山
区大场镇少年村路 55 号， 建于

1996年。2003年，因法庭面积狭小、

设施老旧、交通不便等原因，无法满

足审判办公需求而停止使用。

恢复使用后的大场法庭位于上
海市宝山区华灵路 1918号，设有立

案室 1个、 接待室 1个、 调解室 6

个、法庭 7个。改建的 7个法庭包括

1个大法庭、2个中法庭和 4个小法
庭，所有法庭均为智能化、科技化法

庭。每个法庭均配备数字签名板，可

直接进行数字签名确认并上传到电
子卷宗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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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南桥镇华严村星公寓，

是一个农宅改造而成的人才公寓。
入住新居，本地有个规矩叫“暖灶”，

恰逢农历新年前夕，华严村为了让
即将返乡的新村民感受上海农村的

过年气氛，进一步融洽新老村民关
系，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

新年活动。

上午九点半，天空下起蒙蒙细
雨，位于南桥镇华严村的星公寓里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星公寓租客
及村民组成的 20支队伍齐聚一堂，

随着一声号令，前往设在星公寓内
的各个打卡点，共同完成新年“通关

游戏”。
游戏关卡设置充满浓浓年味，

也结合了新老村民不同年龄段的喜
好。签到领取通关卡，在星公寓幸福

树上留下专属指纹；新村民照片上
墙“靓”出新年新造型；猜灯谜，本地

姆妈不会没关系，新村民小伙儿帮
你通关；最开心的是包饺子，不论你

来自哪里，走进星公寓，团团圆圆就
是一家人。

对于日渐老龄化的农村，能有

那么多年轻人一起热热闹闹过年，

村民们都很高兴。而对于星公寓租
客来说，更是感觉到了家的温暖。来

自伟星集团的职工王龙昌就是其中
一位，他说：“我是刚搬进来的居民，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感觉跟隔壁邻居
和村民都拉近了距离，大家像一家

人一样，特别开心。”

过关斩将后，新老村民围坐在
一起吃着自己亲手包的福气水饺，

五种馅儿的水饺，寓意百财、久财、

算财、鼓财、勤财，期盼新年财源广
进、福气满满。

据悉，目前星公寓入住率已达

到 95%，预计到 1月底，第二批 20

套房间也将装修完毕，将于年后陆

续开放，方便周边企业员工入住。华
严村还将根据租客体验，不定期进

行合理化提升和改善，完善附近配
套小食堂、自助售卖等设施服务，更

好地打造一个新型的乡村人才社
区，为进一步推进乡镇振兴注入更

多的人气和活力。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杨珺 沈康莉

    又到了围着火炉吃柑橘的时

节。这个冬天，松江果农成功种植
出精品柑橘“红美人”，一上市便

受到消费者热捧。
走进位于叶榭镇家绿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柑橘种植基地，长在
暖棚内的橘树绿叶青翠，橙红的

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鲜

果采摘和装箱。家绿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春辉介绍，按个的话，一

般的果子要卖到 25-30 元一个，

七八两的大果可以卖到 50-60元
一个。

尽管这样的售价在柑橘市场

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红美

人”依然供不应求，张春辉说，从
上月初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

70%，余下的 30%基本也被订购。
“红美人”卖得好，主要在于

品质优良，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一
般的柑橘，“红美人”更为皮薄柔

嫩，入口无渣，汁多味甜。

价高的原因还在于其身份
“娇贵”，张春辉介绍，红美人是由

日本爱媛县培育，最早由浙江引
进，是柑橘里拥有柑、橘、橙、柚血

统的“混血儿”，同时培育过程对
环境要求较高，需要在越冬时采

取大棚种植。
张春辉也是花了 3 年的功

夫，才在松江移种成功。“2016年
我们到浙江考察一家农业企业，

看到他们种植的‘红美人’，就动

了移种的心思，一开始只敢种了
100来棵，2018年结了果，尝下来

觉得非常好。”于是，张春辉这才
放心大胆“开疆拓土”，加种到

2500 棵，2019 年的初果期种出 1

万个左右，且品相良好。

质优价美的“红美人”为农民

带来更多经济效益。记者了解到，
除了松江外，浦东、崇明、金山等

区也有地产“红美人”柑橘新鲜上

市。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节美食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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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祝桥镇“小巷总理”包苏渊

讲述老照片故事的明星“村官”

冬日柑甜 “红美人”

猜灯谜包饺子
奉贤华严村迎新活动年味足

▲ 祝桥镇经过多年发展已大变样

梦的起点
今年 35岁的包苏渊是土生土

长的祝桥人。“大学毕业后，我响应

‘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广袤农村大
有作为’的号召，报考了大学生村

官，选择回到家乡祝桥，开启了我人
生的崭新阶段。”包苏渊告诉记者，

他下过田埂，上过礼堂，做过世博会

志愿者，参与过商飞基地配套公路

建设等。这些年里，

祝桥乃至整个浦东，每年都有新的

变化发展；自己能有机会参与到家
乡的发展建设，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和骄傲。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乡村
振兴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投稿写

了一篇征文，被浦东新区团区委的
讲师团看中，到居民区里演讲，很受

居民欢迎。

包苏渊“梦的起点”就从几张老

照片说起。第一张照片是 1986年冬

天，是他刚满一岁时拍的。只见照片
里有点“呆萌”的他手拿大苹果，坐

在铺着大红缎面被子的床上，让人
忍俊不禁（见右图）。上世纪 80年代

初，农民收入微薄，1984年春天，不
愿再忍受入不敷出的母亲不顾全家

人反对，在周围人的一片质疑声中，

甩下了一句“吃官司我自己去”，到
镇上开了第一家个体经营烟糖店。

短短几年，从事个体经营的人

如雨后春笋，大家的钱包开始“鼓起
来”。1988年秋，母亲带他参加个体

户组织的自费旅游。“回来后我逢人
就说妈妈带我去旅游了，感觉到达

人生的巅峰。”

动迁动来了“另一半”

1996年那年夏天，祝桥乃至上
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要造浦东机场

了! 祝桥沿海的几个村都面临整村

动迁。村里的一大批学生在 9月开
学时都要转去当时镇上唯一的一所

小学就读，新学期开学大家就要重
新分班了。“对于重新分班，我们心

里一百个不愿意，以至于后来对这
些拆迁学生不太友好。不过既然分

班无法改变，我们原班同学就在开学

前组织了一次联欢会留念。我拿来了
家里的相机，在操场边简陋的滑梯

上，拍下了一张照片。”（见左图）

后来，远东大道改成了 G15高

速，还新建了申嘉湖高速，路越造越
宽。浦东机场经历了一次次扩建，新

的卫星厅也已经启用；祝桥的教学
资源越来越丰富，大大小小已有 9

所学校，校园设施越来越齐全。有趣
的是，包苏渊的妻子是当年那批拆

迁转来的学生，“所以我真心感谢拆
迁，原因你懂的。”说到这里，台下响

起了笑声和掌声。
“老照片里的故事，记录了我的

成长，记录了前人的汗水和辛勤付
出，更见证了家乡不断朝着梦想奔

跑、实现、超越的发展蜕变。”包苏渊
说，每每翻到这些老照片，更加激励

自己要将拼搏和汗水融入家乡的发
展振兴，为自己保留一份青春回忆

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他们老
照片里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人达乡村
翻出一

张张老照片，用生
动有趣的团课讲述家乡
变迁的故事。近日，在浦
东新区共青团 2019 年
度“青年大学习”总结展
示会上，祝桥镇第一居
委会居民区书记兼主任
包苏渊获得 2019 年度
浦东新区“青年大学习”
明星讲师的荣誉称号。
记者在现场聆听了他的
精彩演讲，并请他
讲述了“团课”背
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