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岁古牡丹
进入最佳观赏期

    上午 9 点多 ，

上海彩林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在青浦

区练塘镇的大棚里热浪袭来， 几十位

穿着水裤的茭农已经忙碌了半天，沿

着水田一路弯腰走来的陆阿姨， 熟练

地采下大小合适的

茭白，随手拨开一个

笑着说：“你看，这个

茭白很嫩的。 ”3 月 31 日开始，彩林合

作社开始了今年茭白的采摘， 远近闻

名的练塘茭白抢“鲜”上市。

观景台

    春暖花开时，奉贤区一株 500多岁

的明代古牡丹也开花了。牡丹养护人金
书林告诉记者，古牡丹已经开始绽放，今

年花期比去年早了一周左右，这几天正
是最佳观赏期。

走进南桥镇吴塘村牡丹苑，一股淡
雅花香袭来。古牡丹第 22代养护人金书

林告诉记者，这株明代古牡丹从 3月 28

日开始开花，比往年早了好几天，加上园
内的几十株白牡丹也同时开放，两三百

米远都能闻到阵阵花香。眼下，古牡丹已
有 30多朵完全盛开，花色淡雅，粉白中

略带紫红。不过，就花苞数量而言，今年
会比去年少一些。去年是古牡丹开花大

年，盛放近 80朵，今年开花朵数预测在
50朵左右。

据了解，这株牡丹是上海地区现存
最古老的“粉妆楼”，是明代书画家董其

昌赠予同窗好友金学文的，历经金家 22

代人照顾，500 多年来古牡丹依然枝繁

叶茂。上世纪九十年代，古牡丹由吴塘村
村民金书林捐赠给了国家。平时，金书林

和老伴仍会经常来照料古牡丹，修剪枝
叶。特殊时期，牡丹苑所在的吴塘村村委

会已提前进行了防控安排，来欣赏古牡
丹的市民游客需测温登记后，才可入园

参观。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乔欢
5月上旬集中上市

地势低洼、水网密布、荡田居多的练塘
镇是全国闻名的茭白之乡，优质的水源确保

了练塘茭白得天独厚的品质。说起练塘种植
茭白的历史，青浦练塘农副业有限公司农田

管理科科长高伟林说，起码已经有几十年
了。和其他地方产的茭白相比，练塘茭白口

感更鲜、更糯。

“今年上半年，镇里总的茭白种植面积在
12700亩，受气温影响，目前头茬大棚茭白的

产量还不是很大，到 5月上旬，练塘茭白就会

大量集中上市了。”据高伟林介绍，练塘茭白采
摘一年两茬，这茬的供应可以一直持续到 7

月，第二茬采摘将从 9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
11月，“加上冷库可以保存一到两个月，茭白

的供应从现在上市会一直到明年春节。”
合作社负责人沈连生是本地人，从十四五

岁就开始种茭白至今已经有几十年的种植经

验。如今，他的合作社茭白种植规模已达 900

亩。“加上新签的 300亩，下半年种植规模会达

到 1200亩。大棚茭白占了十分之一，亩产大概

在 4000斤左右，后续露天茭白成熟了，亩产

5000斤－6000斤很正常。”
每年到了茭白上市的时候，沈连生的合作

社都会雇用四五十位茭农帮忙采摘，高峰期甚
至达到过 100人。“现在大概每 3天采一次，每

天采摘量大概在 2万斤左右，高峰期的时候一
天的产量能达到 5万斤，一个熟练工一天可以

采 1000多斤。”

虽受疫情影响但仍畅销
大棚一旁，有茭农正忙着对新采的茭白进

行挑选、清理，切除多余的长叶后，整理好装

袋。前来采购茭白的商贩，一早就把货车停在
了农田旁。

装好的茭白过秤后，陆续装到了商贩的货
车中。从南汇来的张老板在练塘收购茭白已经

十多年了，每年这个时候，练塘是他几乎天天

报到的地方。“练塘的茭白品质最好，从现在到
10月，我几乎每天都来，多的时候一天能收 3

吨。”张老板采购的茭白会运往南汇荡湾农产
品批发市场，虽然受疫情影响，学校和一些企

业食堂没开，茭白的销量略受影响，但他表示，
目前上市的练塘茭白仍十分畅销。

“我们这里的茭白主要销往全市各大农产
品批发市场，也有昆山、常州的批发商会来采

购。”正在装货的茭农告诉记者，练塘茭白长期
以来都受消费者喜爱，周边的批发商也会慕名

而来，每年茭白上市的时候，镇上总是一派热
闹繁忙的景象。

“目前茭白的田头交易价格在 6元左右，
到 5月大量上市时，全镇每天的产量能达到

100万斤，价格也会相应下调。”高伟林说，除
了传统的交易途径，镇里和叮咚、拼多多等电

商平台的合作正在洽谈，“他们需要的精包装
的产品，需要经过后续包装车间的处理，相对

人工成本会高，但价格也相应高一些。”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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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大地14

    “再过不久， 蔷薇就会开
了，到时小院的景色会更美。 ”

推开矮矮的小门，走进“美厨玩
家”工作室的院落，女主人郭悦
指着栅栏旁那一面葱茏绿墙，

笑吟吟地告诉记者。

这里是松江泖港， 黄浦江
源头附近。 眼前的小屋位于整
排农房的最西端， 与大片农田
为邻。待到合适的季节，就可以
近距离欣赏稻田与花海。

从城市搬到乡村， 将一处
旧房亲手打造成自己向往的模
样，需要多长时间？郭悦与搭档
卢森用实际行动给出了他们的
答案：2个人，400天。

在松江泖港
寻找田园慢生活

与稻田花海为伴
不负美食与美景

练塘茭白抢“鲜”上市啦！

奉贤

节美食田园

丽美 乡村

① 改造后的多功能厅

② 郭悦与卢森
③ 厨房里食材调料一应俱全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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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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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与小工
“这两栋农房，我们租了十年。屋里约 500

平方米，加上院子，总共有两亩地。”郭悦与卢

森搬到乡村的理由很简单：向往田园慢生活。
两人一眼相中了腰泾村这处旧房，2016 年的

夏天，正式租下。

“我们叫自己一个大工，一个小工。”在这
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是设计师，是水泥工，是

粉刷匠，也是园艺师，身兼数职，乐此不疲。
走进小屋，墙上每隔几步就能看到一个相

框。一身工装的卢森，或靠着木架小憩，或埋头
铺设地砖，右下角标注了日期的黑白照片，记

录下这 400天的点点滴滴。从旧房修缮到改造
布局，从设计施工到家居软装，从花园建设到

下水道改造，全部是由大工和小工亲手完成。
精心设计后的房屋别具风情：朝南的一楼

装上落地窗，靠在舒适的沙发上，一抬头就能
看见广袤田野。房屋西边废弃的路基，如今变

成了长长的花架。原本排水沟转弯的地方杂草
丛生，改造后在平整的路面砌起了砖窑

炉，可以烤制红薯或披萨。曾经养过鸡鸭兔的

三间房，被改造成一间多功能厅，八米长的实
木桌上铺着的棕绳桌旗，卢森手工编织了三

天。“看不出来吧，这屋子原先还养过猪。”卫生
间里，洗手池的水槽看起来有些古朴，郭悦说，

这是他们用保留下来的猪食槽子改造的。
在花园里，郭悦与卢森种下了 150多棵月

季，长廊内外两侧，凌霄花在立柱上攀援。“这

些植物有灵性，不负热情与汗水，春暖花开时，
给了主人满园春色。”400天之后，这处修缮一

新的房屋迎来第一个春天，郭悦这样写道。

稻田与美厨
平时，郭悦会拍摄录制一些美食节目。

2008年 9月，她在松江泰晤士小镇创办了“美

厨玩家”，如今搬到泖港后，这处房屋是居所，
也是她的工作室。

既是“美厨”，室内的厨房自然占据了大量

空间，分为中西两间，中厨可以包馄饨煮饺子，
西厨则用来做蛋糕烤面包，食材调料一应俱

全。隔壁的置物间好似小小的收藏馆，瑞士的

芝士火锅，韩国的陶瓷煲⋯⋯从五湖四海淘来

的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筷勺餐具在同一个空
间摆放陈列。后院更是点睛之笔：摘下水灵灵

的生菜叶或小番茄，穿过拥有秋千和柿子树的
小花园，1分钟，就是从田园到餐桌的时间。

“美厨玩家”不对外开放，不过这段时间，
院子里倒是来了不少陌生访客。针对这场疫

情，郭悦发起了“白衣天使 美厨疗愈”公益活

动，初期目标免费接待 100人次。“之前我看
到‘医护大哭后返岗’的报道，觉得很心疼，想

为白衣天使做些什么。”郭悦与卢森商量，愿
意邀请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来小屋坐坐，“亲

手捏个面团，烤个披萨，或者去田野散散步，
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享受田园生活，自然而然

就会轻松下来。”
除了举办公益活动，郭悦还有更大的“野

心”。今年初，一场以“年味·泖港”为主题的田
园艺术展在小屋拉开帷幕，内容包括油画、诗

歌、土布、剪纸等。“我们想将艺术引入乡村，展
示田园生活的艺术空间，我想这也可以是助力

乡村振兴的另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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