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镇长罗店共商“镇兴中国”

我的楼道我做主
事新郊区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如何保

持城市生活的温度和宜居？ 如何提

高居民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22 日，

2019 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镇

长论坛在宝山区罗店镇举办， 来自

全国的 500 多位基层干部聚集一

堂，共同迎来一场以“精细善治·镇

兴中国”为主题的盛会。

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

面。在 2019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

国镇长论坛上， 镇长们探讨了新时

代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能力，

分享了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城镇治

理经验。

为深入了解地方政府推动新型

城镇化建设和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

实践情况， 本次论坛还举办了百镇

调研启动倡议活动、 社会治理合作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由国家发改委

中小城镇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宝山区

罗店镇政府、上海市财经大学、保利

物业， 面向全国选取 100 个乡镇针

对基层社会治理展开实地调研，希

望通过实地调研， 找出各地区在社

会治理方面的优秀典型，成功案例、

良好方案， 加以分析汇总梳理出各

区域社会治理方面的典型特征，以

期能够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

好的指引。

    “大飞机‘飞’进小区了。”最近，

家住浦东新区张江镇益丰小区的居

民们发现，小区有楼道变得“高端洋

气上档次”，以“蓝天梦”为主题，被

打造成一个小型科普基地。

近日，记者从张江镇获悉，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张江镇抓住老百姓

反映呼声较为强烈的“美丽家园”需

求，根据不同小区特色，打造了不少

“科技”“蓝天梦”等特色楼道，让居

民们打开家门就能在“公共客厅”里

快乐交流。

在益丰小区，64 号楼是不少商

飞人入住的人才公寓。借助美丽家园

星级楼道创建的契机，张江镇美丽家

园创建办、党建中心、江丰居委、商飞

公司商议后，决定“因地制宜”，将 64

号楼宇打造成以“蓝天梦”为主题的

小型科普基地。在张江科学城的核心

区域藿香路居委，居住着张江科学城

的许多科技人才， 在大家的呼声下，

居民们决定把各种科技元素装点到

自己的“家门口”，让楼道体现出“科

技范”。 在江丰居委住着著名翻译家

娄自良，翻译了包括《战争与和平》等

大量俄罗斯作品。 为此，他所在的楼

道就以“俄罗斯文化风情”为主题，让

人们走进楼道，仿佛畅游俄罗斯文学

的广袤天地。

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蓝天梦”楼

道、“科技系列”主题楼道，还是孙环

路居委的“阳光客厅”楼道的“华丽变

身”， 不仅有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的辛勤付出，更有源于居民的自主

参与：在香楠小区，孩子们自己动手，

将丰富的想象幻化为童真的画作。在

广兰名苑 7号楼， 刀锋挺锐的篆刻，

韵味横生的书法作品，处处散发着居

民作者对传统艺术的追求。

眼看着“别人家”的楼道越来越

美丽，不少居民还默默展开了“楼道

竞赛”。有居民主动拆除了加装的防

盗门，有捐出家里的绿植，还有的提

供自拍的摄影作品……

张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张江

镇共有 37 个居委、94 个小区、3195

个楼道，都开展了“美丽家园”建设，

并为“美丽楼道”创建打造星级。 未

来 3年内，“一星”“三星” 楼道创建

完成比例将 100%；“五星” 楼道创

建完成比例将超过 30%。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化肥农药过量、畜禽粪便遍地。 以往，严重的农业污染威

胁着农村的生态、农民的生活，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既

要不欠生态新账，又要逐步还旧账，难题如何破解？ 位于浦江

之南的松江泖港镇治污有招，通过种养结合，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美了环境，壮了产业，也鼓了农民的腰包。 近日，泖港镇

被评为上海市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镇，这在松江尚属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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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美 乡村

绿色种养 金色收获
松江泖港镇农业生态循环走出致富路

    随着近日

昼夜 温 差 加

大， 申城迎来

了一年中最美

色叶季。 在金

山区廊下镇枫

叶岛， 红枫已

呈现出醉人的

景色， 连日来

吸引了大批市

民游客前来赏

枫。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游周末

    “长三角婚庆业将破除省市地

域界线， 为新人打造一体化的婚礼

服务市场， 开始实施长三角婚庆业

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这是从

本周在上海宝山开幕的 2019 第三

届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上传递出来

的信息。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商务委、宝

山区政府指导， 上海婚庆行业协会

主办， 全国 25 个省市、100 多个地

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婚庆业社团组

织，希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

地区、 全国各地及海外 300 余家婚

庆专业机构团体、100 余家婚庆产

业链企业以及 1500 余名专业观众

共同参与。 本次婚礼时尚周上特别

推出了婚礼采购节项目， 期间还开

展“夜间服务专场”。 郭剑烽

    近日，国内单体体量最大的医养结

合型养老项目———上海周浦梧桐人家，

在浦东新区周浦镇投入运营。该项目占

地近 300亩， 总建筑面积约 20万平方

米，集机构养老、社区照料和全科门诊、

康复护理等多功能于一体， 可为约

3500位老年人提供长期持续的高品质

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是央企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斥资约 40 亿元、 耗时 6年兴建

的首个“太平小镇”旗舰项目。

梧桐人家采取“一园两制”的运营

模式， 分别设置养老社区和养老院两

个运营主体。 养老社区主要针对健康

自理长者， 更加注重生活方式和生活

品质的打造。 通过服务、活动、餐饮、健

康管理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设施及运

营体系，为长者创造精致、充实、舒适

的全新退休生活。 养老院主要针对介

助介护长者， 更加注重生活照护服务

的提供。 养老社区和养老院在定位上

形成差异，在功能上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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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结合

泖港镇胡光村， 沿着水杉挺立

的乡间小道往南走，在稻田环绕中，

一座场房映入眼帘。 这里是胡光村

的种猪场，每年都有 1200头左右生

猪出栏。不过直到走到厂区门口，也

没有闻到传统猪场的恶臭气息。

“没有臭味的秘密就在那边。 ”

顺着负责人曹利民手指的方向，记

者见到猪场后侧有片厂房，里面安

装了粪污处理设施。 猪场内的粪污

通过沟槽流入场外管道，再由泵站

输送到一旁的化粪池里，经自然发

酵后的粪污转变为肥田的天然有机

肥料， 就近输送到他家承包的 200

多亩水稻地里。

“往年一亩地的肥料投入在

160 元左右，有了这套设备后，肥料

的投入减少了一大半。 ”曹利民说，

种植成本在降低， 但水稻的产量和

品质却在提高。 因为天然有机肥料

的滋养，水稻变得更加“水灵”，“每

亩地的单产可以提升 10%，大米的

品质也更好。 ”

据介绍，泖港镇有 16家这样的

种养结合场， 通过粪污还田的种养

结合方式破解了养殖污染这一难

题，让环境变美的同时，也富了农民

的“钱袋子”。“今年风调雨顺，水稻

亩产达到近 1300斤，每亩利润有近

1000 元， 养猪的收入和水稻对半

开，每项都有 20万元左右。”曹利民

喜滋滋地说。

生态循坏

走出种猪场，往北车行 10 分钟

左右， 就来到了位于泖港镇黄桥村

的浦远蔬菜种植基地， 这里也是上

海生态循环农业的示范基地。

浦远种植了 750亩蔬菜， 每年

有两次生长关键期， 每次都需要

1000多吨肥料。 按每吨 200元的价

格，施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现

在浦远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生产设

备， 原料用的还都是基地上产生的

蔬菜残叶等“边角料”。 基地负责人

冯均辉介绍， 这套设备用起来并不

复杂，粉碎、加温、添加发酵用的微

生物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套

流程下来， 每月可以产生 100 吨的

有机肥。 ”

蚯蚓土是浦远另外一项重要的

生态种植技术。 在每亩地上投入

200 斤左右的蚯蚓， 利用蚯蚓的运

动使土地变得松软， 蚯蚓粪便也可

以增加土壤肥力， 让地里的蔬菜长

势更好。冯均辉说：“经过前期测算，

蚯蚓土每亩蔬菜增产达到 30%，减

肥达到 35%左右。 ”无论是经济账

还是生态账，都是一本盈利账。

废物减量

减肥减药，减少农业废弃物，生

态循环农业关键是要做好“减”字文

章，在泖港镇曙光村，一场农业生产

废弃物减量的变革也在悄悄发生。

近日， 村里将迎来一款有机肥沤制

车。按设计标准，这款车每批次可以

处理 5-6吨秸秆，经过粉碎、沤制过

程产生 3吨左右的有机肥。

“这款车可以解决农村秸秆成

堆这个老大难问题。”泖港镇农办主

任沈连明介绍，以往到了丰收季，每

个村每天都要产生二三十吨秸秆，

光把这些秸秆运走， 每天就要花费

1000 元左右。 有了沤制车后，不仅

能省了运费， 秸杆制成的有机肥还

可以就近还田。“如果这些有机肥肥

力达标，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全镇推

广， 让每个村都享受生态循环的红

利。 ”沈连明说。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浦东新区张江镇“美丽家园”步入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