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菜花开春意闹

下好春耕“先手棋”

近日，位于李雪村的上海童年记忆专业合
作社田头，戴着口罩、分散干活的农户们正有条

不紊地开展春耕。一旁，新翻的田垄，在机器的
轰鸣声里散发出泥土的清香。作为书院镇规模

较大的合作社，这段时间以来在完成抢种绿叶
菜任务的同时，田间工作也正有序开展。

书院镇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再过 20

多天，书院的第一茬甜瓜即将上市。为了产出
优质安全的瓜果，甜瓜技术指导活动正紧锣

密鼓地开展中，镇农业中心的两支技术指导
队伍来到田间地头，对全镇 3000亩已进入膨

果期的甜瓜一对一专业指导。针对疫情期间
农户担心的甜瓜销售难问题，书院镇积极搭

通道、建平台，协调帮助农户、合作社与销售
平台等进行对接，打通销售渠道，解除了农户

的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全镇 1.2万亩的水稻种植也已

启动，备耕工作正稳步推进中，相关部门积极
做好良种供应沟通工作，落实水稻种子供应。

此外，大中型拖拉机、农具的检修工作正在进
行中，预计 5月中旬开始水田机械整地工作。

据悉，今年书院镇将计划创建 4个区级粮食
绿色高质高效示范方。

做好特色农业文章
在洋溢村葡萄基地的一个大棚里，几位

农人正在挥着铁锹开展填土作业，在他们面
前的是一株株刚刚种下去的葡萄幼枝。基地

负责人介绍，这批幼苗刚培育完成，正在作移

土栽培，预计明年 7月份可以采摘。

洋溢村葡萄基地是书院镇“一村一品”的
特色产业基地，数月前，二期项目已完成扩

建，规模从一期的 70亩新增至 240余亩，将
进一步带动村级经济的发展。

作为推进产业振兴的具体举措，书院镇
加快推进洋溢村葡萄基地扩建、余姚村经济

果林、李雪村奇异莓等特色项目，形成“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新格局，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致富。

防疫不忘添新绿
修剪树枝、浇水、除草、病虫防治⋯⋯在

书院镇 4.9公里的临港大道生态廊道里，七

八位农林工作人员正埋头做着林地养护工
作，确保林木存活率和生态林地景观效果。

据悉，包括生态廊道在内，书院镇目前共
有 6885亩公益林。今年，还将在桃园村、棉场

村、四灶村等 7个村完成农田林网、乡村道
路、闲置土地绿化等 1085亩公益林建设，逐

步构筑起多层次、多树种的生态绿化格局。

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造林工作还未
正式开始，但林业部门已经着手推进各项准

备工作，在现有公益林的基础上优化、细化，
做好补绿工作，并提前做好腾地工作，达到复

工标准后，将第一时间进行公益林的抢种工
作，确保林业存活率。

今年，新增公益林内主要种植以女贞、朴

树、广玉兰、银杏、高秆石楠等品种为主的乔
木，计划 5月底前完成，届时上海郊野又将新

增一抹亮色。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金丹

    春分已过，正是春色惹人醉的大好时节。

尽管在防控特殊时期市民们纷纷自觉减少外
出，但时令小吃却能抢先带来舌尖上的踏青

之旅。眼下，在奉贤区四团镇五四村，这里的
民间烘焙爱好者就地取材，将村里种植的藏

红花揉进了碧绿生青的青团，创新的新口味
还引得不少村民尝鲜。

在村里，记者见到了烘焙爱好者吴强。只

见，他正在把一根根藏红花干花丝揉进煮熟
的艾叶泥、糯米粉、粘米粉、白糖、油和清水

中，再反复揉搓成团。待十多分钟后，食材充
分入味后，就擀成厚薄适中的青团皮，然后包

入传统豆沙馅这一馅料，接着封口搓成圆团，
一个可爱的青团就做好了。吴强告诉记者，藏

红花有活血化瘀、提高免疫力和改善记忆力
的功效，把它和时令小吃结合起来，开创了一

种新的吃法，“它既艾香四溢，又散发着藏红
花香气；入口时既保留了青团香糯的口感，还

有了藏红花带来的功效，可谓一举两得。”面
对这个新口味，村民们也迫不及待想来尝尝

鲜。68岁的村民姚林仙品尝后说：“这个味道

真的从来没吃到过，挺好吃的。”

事实上，在五四村，种植藏红花已成为当
地的支柱型产业，通常 11月下旬种植，来年 5

月上旬收获球茎。每亩收藏红花干花丝 1公
斤左右，高产可达 2公斤。“想到制作藏红花

青团这个点子，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给我们的
启发。”村书记宋莉莉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很

多农业作物的销售都受到了影响，藏红花也

不例外。为了创新销售模式，村里开始在网络
销售上做文章，“除了制作传统的藏红花茶叶

外，我们趁着春天的到来，制作了藏红花青
团、藏红花黑米糕、藏红花奶茶。同时，我们开

通了抖音等销售账号，主推这些新口味。”目
前，市场的反响也不错。

与此同时，村里也已注册了“吾乡四季”
的品牌，“只要是我们村里制作的时令小吃，

我们都用这个品牌销售，一方面，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另一方面，让村里的美食能够被越来

越多人知晓。”宋莉莉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后

疫情时代，我们的春天也已经悄然到来。”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春风拂面杨柳绿，又到一年植

树造林的黄金季节。作为上海市绿
色“版图”上的重点区县，松江近年

来在造林上的“大动作”频频。继去
年启动松江“史上最大”造林工

程———天马生态片区造林项目后，

今明两年松江区还将陆续完成 7

条廊道的生态林建设。届时松江森
林覆盖率从 16.41%上升到 18.5%，

跃升全市前三，生态屏障更坚固。

天马造林5月底完工
在佘山镇天马生态片区造林

现场，记者了解到，天马造林项目

即将迎来复工。项目负责方凯盛园
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第一批工程 250余位“育林军”已
经到岗。一旦复工，土地平整、通沟

等前期工作完成后，一周内，第一

批苗木也能够到位。
天马生态片区是松江史上最

大的造林工程。松江区林业站副站
长蔡峰介绍，项目从去年 4月份开

始，占地 6368 亩，“目前已完成
4550亩造林任务，今年 5月底计划

全部完成”。
天马片区之后，接下来还有

“七廊”造林项目，主要是沿沈海绕
城高速、沪昆高速、沪渝高速、黄浦

江等高速公路和重要河道，总造林
面积将达到 7900余亩。目前七廊

的建设招投标已完成，正在项目准

备阶段，其中三条廊道计划在今年
5月完成，其余计划在明年完成。

“织”出富民产业
从黄浦江生态涵养林，到天马

生态片区，松江大地上“织”起了一

条生态防护绿色屏障，也“织”出了
周边林农的富民产业。

家住叶榭镇团结村的金国刚，
是黄浦江生态涵养林的一位“林场

主”。去年，他承包了涵养林内 200

多亩养护任务。每年每亩都有 200

元的养护补贴，每个月还可获得

2480元基本工资。“一年收入有六
七万元。”金国刚称，平时他负责林

内除草、通沟等基础工作，最近配合
疫情防控，每天还要骑上小电驴，花
两三个小时“兜兜”，禁止“张网扑鸟”行为。

目前松江经济林有 5000多亩，主要是梨
和桃的种植，接下来，林业部门还在申报一个

种药材的林下经济项目，届时将进一步提高林
中经济效益。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事新郊区

春耕大地，不负农时不负春
浦东书院镇田间地头好一派春耕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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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踏青新口味 藏红花揉进青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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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花三月迎来了春天，一片片黄肥

绿瘦的油菜花开满了沪郊大地。
眼下，罗店镇、罗泾镇种植的千亩

油菜花竞相开放，春光无限，充满了金
色希望的田野美景，让人移不开眼。“满

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山”，三月
的春风像画家手中的颜料盘，为油菜田

里泼上了亮黄的色泽，这方天地瞬间就

明艳活泼起来了。
金山区亭林镇油车村 500亩“油车

花田”也进入了最佳赏花期，经过一年
多培育，花色显色度比去年更胜一筹，

尤其是橘色和粉色两种菜花，在阳光的

照射下，色彩更加浓郁。花田里还搭起

了一处处小景，成为游人合影的最爱。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油车村的五色

菜花节以及相关的节庆活动均已取消，
但是赏花区仍向公众开放，市民若前往

进行赏花，还需配合志愿者做好防疫检
查工作。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郭剑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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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美食田园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在田间地头，一幅幅春耕农忙图正在上演；一
个个忙着春耕备耕的身影，仿佛阳春三月里的音符，奏响了春天的故事……

浦东书院镇作为沪郊农业大镇， 在特殊时期， 通过防控措施 “沉下
去”、春耕劲头“提上来”的双举措，确保农业生产不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