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双村“田间鲜蔬”内的鲜蔬客栈，市民
在洗采摘的小番茄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萱草花，又
名“母亲花”。 7 月
的宝山区罗泾镇塘湾
村， 母亲花文化园里，

红、橙萱草花执着盛开，给
夏日带来丝丝清凉。

作为本市首个 “五村
联动” 的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从一个个“盆景”到一
片片“风景”，罗泾镇正谋
篇布局， 通过乡村振兴带
动产业发展，努力实现“五
个人人”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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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点亮 示范村

“直播间”

主播有出彩机会
近日，记者沿着上海市中心一路

向北，临近宝山沿江地带转入小路，

眼前豁然开朗：两旁的杉树、香樟、七
叶树连片成林，车行其中仿佛进入森

林童话，迷迭香、薄荷等各种植物的
清香，共同汇成了天然氧吧的气息。

在罗泾镇“塘湾人家”，一幢看似

普通的农民别墅里，推门进去别有洞
天。上午 10时，一场网络直播正在火

热上线。“产妇生产后容易情绪不稳
定，有的人觉得这是‘作’，有的甚至

会指责产妇，其实很可能是产后抑郁
症的征兆，如果不妥善处理，后果可

能很严重。”这天上午，“网络主播”刘
彩秀正在讲授“产后抑郁的预防和护

理”，由于“抓”住了观众的兴趣点，1
小时的课程节奏紧凑，互动环节更是

讨论热烈。
刘彩秀对着两部手机、一架单反

相机和一台电脑，全程脱稿，讲得流利
自如，但其实她“触网”不过几个月。原

来，在这幢农民别墅改造而成的馨月
汇母婴专护师之家，因为疫情，线下的

培训暂时无法开展。如何“停课不停
学”？有人提出开网络免费直播课，得

到大家的响应并迅速落实。
从今年 3月开始，每天上午、下

午各一小时，育婴师、儿科大夫、厨师

等轮番上阵。话题从育儿理论到实际
操作，包括如何给孩子抄尿布、怎么

做辅食，都列入网课“菜单”。
没想到，直播推出后迅速走红，最

火的几场直播观众近 40万人，“六一”
儿童节的节目更是冲上巅峰。现在已

拥有近百万粉丝，让主播们欲罢不能，
连双休日、节假日档期也排满。

“网红村”

市民觅乡居乐趣
除了“90后”的刘彩秀，直播间还

有一名“网红大咖”———上海交大医

学院原儿科医学高级讲师、被馨月汇
聘为培训学校校长的张静芬，她主讲

新生儿护理、儿童保健等知识，尤其
受到“新手妈妈”们的追捧。

“第一次从市区来塘湾村坐了 1

个多小时车，当时觉得很偏僻，还有一
点脏乱。”随着塘湾村面貌渐渐改变，

母婴产业风生水起。张静芬告诉记者，
自己每次来总是想多住几天，在天然

氧吧里深呼吸，感觉神清气爽。
的确，和张静芬的感受一样，越

来越多的人“闻香”而来，让这里俨然
成了“网红打卡村”。暑假来临，不少

父母带着孩子从城市来这里感受乡
土气息。在培训学校门口，记者看到，

整饬井然的“一亩三分地”里，“未解

耕织”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体验种

植的乐趣。不久后，在周边的树林里，
还将造起“树屋”“星空屋”，让游客可

以在夜凉如水的乡间“扑流萤”。
而这些，都是塘湾村正在打造的

“中国首个母婴康养村”的一部
分———以千亩林地为依托，在守住

乡村肌理“生态底色”的同时，塘湾

村创建了中国首个萱草文化主题专
类园，丰富慈孝文化内涵，服务母婴

康养主产业，将生态和产业“串联”
在一起，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

人回归
村民多参与治理
在塘湾村，记者邂逅了一名“80

后”的白领丽人———馨月汇的行政主

管单正玉。她一头短发，身着干练的
职业装，谈吐得体，颇有点电视剧《我

的前半生》女主角罗子君的气质。一
问才知道，她并非从城里引进的人

才，而是塘湾村本地的村民，嫁到塘

湾村已经多年，是馨月汇在塘湾村招
聘的第一批员工之一。

“我曾在市中心工作过，但上下
班通勤的时间太长，为了兼顾家庭，

前几年回到宝山工作。”一天，她偶然
发现村里一幢农宅改建为培训学校，

就应聘成为行政主管。凭着之前职场

打拼的经验，她很快独当一面，俨然

成了村里的“形象代言人”。
单正玉指着培训学校不远处告诉

记者，步行十分钟左右就是自己家；婆
婆家也只有几道农埂的距离。“能够在

‘家门口’工作，还能参与其中，看着村
里越来越好，很有成就感。”现在好几

名村里的年轻人看到她做得风生水

起，也纷纷回到村里发展。
单正玉告诉记者，婆婆不但在馨

月汇做保洁，还自发成为乡村环境
“志愿者”。这几天，暑假里外来的游

客多了，看到有人乱摘荷叶、乱扔垃
圾等，她会主动上前劝阻，或者帮忙

捡拾垃圾，把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当作
自家的宝贝来呵护。

“乡村振兴不是让老百姓坐在家
里等着发钱，而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和

智慧发家致富。”上海市宝山区罗泾
镇乡村振兴示范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律峰表示，伴随着“生态+产业”的齐
头并进，这里的村民们成为乡村振

兴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在塘湾村顾
家宅党群服务点门前有一块立牌，

上面写着全体村民共商共议制定的
村规民约，对面则是村民们的公共

客堂间。在老式的灶头旁，记者看
到，几捆木柴靠墙摆放，村民们可以

在这里聚餐、娱乐、聊天，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母婴产业的

    罗泾镇的五村位于罗泾北部，沿

江分布，首尾相连，状似弯弓。“五
朵金花”———镇域塘湾、海星、花红、

新陆、洋桥五村是本市唯一集中连片
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区域。

和普通的村支书不同，第一书记
王律峰是上海首个“一肩挑”、负责协

调五村发展的书记。

塘湾村作为上海市首批乡村振
兴示范村，是罗泾镇的“头雁”，领先

示范；第二批海星村、花红村即将完
成建设、初露芳华；第三批新陆村、洋

桥村全面启动，蓄势待发。“罗泾镇五
村正规划整体发展，统一策划、统一

运营，变‘美环境’为‘种风景’，全域
谋划建设沪北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在罗泾镇，有个“五个一”的“顺
口溜”，形象概括出五村特色：围绕

“一朵花”，塘湾村孕育出中国首个母
婴康养村；“靠江吃江”的海星村做强

“一对蟹”；千亩良田的花红村做强

“一袋米”；新陆村做强“一篮菜”；洋

桥村做强“一蒸糕”。
沿着塘湾村驱车向前，记者看

到，海星村依托近千亩水源涵养林，
新建了“星空营地”，主打乡村创意旅

游牌。一个个外形犹如太空舱的透明
“房间”散落在林中，供游客喝茶、休

息。“到了周末，星空屋几乎都是满

的。”在沿江边，集蟹文化、水母馆、餐
饮于一体的设施正在改造中。和“星

空营地”一样，钓龙虾、捕螃蟹、乡村
夜市等富有特色的游玩项目吸引了

远近游客，让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上
海北部小村庄人气飙升。

这几天，花红村耕织园的“彩棉

织田”内，五彩的棉花花朵竞相开放，
让许多人驻足拍照。原来，花红村耗

时半年，对耕织园建筑及景观升级改
造，即将于近日完工。耕织园门前的

彩棉田，是其最具特色的观赏点。
“五村联动，可以避免各村之间

重复建设、产业重叠的矛盾，通过错

位竞争，形成农村产业升级的‘团队
效应’。”据了解，以塘湾村为核心，统

筹康养、研学、农旅三大业态，依托宝
山湖长江蟹品鲜节、美丽乡村徒步赛

等特色活动，促进相互衔接、人气大
增。目前，年吸引游客 8.2万人次，同

比增长 86?。

通过“五村”联动，还可以实现设
施联通，促进“邻里共享”。以塘湾村

为试点，基本形成五村信息平台联
网、综治工作联动的局面，未来还有

望实现五村免费WIFI全覆盖。
下一步，罗泾镇还将发挥“五村

联动”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到其它
村落，促进“村村联动”向“片片联动”

转变。通过“以点、带线、成面”，探索
创建具有全市领先示范效应的“乡村

振兴示范镇”，为推动超大城市近郊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践样本。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北双村的“网红气质”，是渗透在

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的。村口“想见你，
谢谢你”的“表白式”标语、村子里成片

的向日葵花田、暴雨过后依然倔强的
月季，甚至连普通农户家精致的菜园、

坐在自己小店里慢悠悠度日的老伯，
都让人有想要拍照合影的冲动⋯⋯

作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崇

明区港西镇北双村将自己定位成游客
争相“打卡”的“网红村庄”，依托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的优势旅游资源，借助
花博会的契机，这个一年四季有花看、

有果子吃的小村子，尝试着走出了一

条农旅融合休闲旅游的“花路”。

盘活“家底”

绘就“全域旅游图”
北双村有哪些乡村振兴的“家

底”？站在自东而西贯穿整个村庄的三

湾公路旁，村党总支书记黄瑞华开始
“盘算”。

“从地图上看，北双村呈东西向带
状，主干道三湾公路两侧分布着大大

小小的合作社，为游客提供采摘、餐饮

等服务，形成了三湾农业集聚带。对于
乡村振兴来说，这是我们的产业基

础。”如何通过统一的规划，通过不同

的主题设施布局，把三湾公路上的合作
社有机“串联”起来，抱团打造一个移步

换景的“网红村”？从北双村自身的特点
出发，一幅“全域旅游图”一点点展开。

在这幅“全域旅游图”上，一条全
长 6.9公里的游步道，打通了三湾公路

两侧的 9家农业合作社，每家合作社

都有自己的特色，游客可以漫步其中，
也可以租上一辆自行车自由骑行，根

据自己的需求，享受不同的“吃住行游
购娱”一站式服务。

从北双客厅出发，种了 30多种蔬
菜的“田间鲜蔬”是可供游客认领的共

享农田，即便只是路过，也可以来一份
“自己采、自己洗、自己拌、自己吃”的

蔬菜沙拉；藤本小女孩、太阳姑娘、瑞
典女王⋯⋯栽种了 307个月季品种的

“田间鲜花”，更是美得一发不可收，随
手一张照片都可以在朋友圈收获无数

点赞；以时令水果采摘体验为主的“田
间鲜果”，不论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让你

失望，如今盛夏的葡萄已然坠落藤架，
阳光下透着晶莹的光泽⋯⋯在这里，

农旅不再是单纯的农家乐，北双村重
点打造的“田间五鲜”可以满足你对

“网红打卡点”的所有想象。

位于北双村最东侧的家扶家果蔬
专业合作社，是 9家合作社中规模最

大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余进十余年
来在这块土地上探索着农旅融合发展

的路径。随着北双村的统一规划布局，
合作社在不断调整、升级自身的产业

布局，不论是接待能力还是服务水平，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接下来两个礼拜
的预定都已经满了，国庆也已经有人

预定。”余进说，近两年来，他明显感觉
到乡村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了”。

一条步道
串起9个“打卡点”
只有错位才能更好地抱团。一条

游步道犹如一条“项链”串起了 9家专

业合作社和民宿，而每一家都独具特色。
“吃在‘六合院’，玩在‘半日闲’，住在‘九

园’”是村里人常推荐的“旅游攻略”。
“网红”民宿“九园·草堂”的老板

娘邢海燕，当初是奔着“有花有草有院

子”的日子，辞掉工作回崇明，开始打
理自己的民宿。“没什么特色，就希望

来的人坐在这里会很舒服。”喝的醋自
己酿，玫瑰也行、桑葚也行；穿的布自

己染，随便哪片喜欢的叶子都可以是

材料。赏花弄草，本是邢海燕想要的生
活方式，却引了无数人在此驻足。“7

月 10日、11、12、16、17、18⋯⋯”毕业
季加上暑期，“九园·草堂”的预定几乎

排满，而这里，也成为北双村“全域旅
游图”上最具特色的打卡点之一。

“村里现有的 4家民宿各具特色，

还有不少田间客栈，一批村民的房子
正在改建，酒店也在规划中。我们鼓励

村民把闲置的房间拿出来，作为‘花博
人家’统一运营管理。一方面缓解花博

会期间崇明的接待压力，同时村民也
能增收。预计到明年，整个村庄的接待

能力将达到近 800个床位。”黄瑞华
说，游客多了，村子热闹了，产业链活

了，最终受益的是村民。
在此基础上，北双村开发了“乡恋

北双”的全域品牌，灵芝、松茸、果酒等
一系列特色产品，在“北双客厅”里展

示，“目前，北双村的游客年接待量达
到 5万人次，希望游客在这里能买到

喜欢的东西。”眼看着三湾公路沿线的
休闲旅游初具规模效应，“黄瑞华们”

又开始了新的盘算。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合作社谋“错位” 北双村成“网红”

■ 罗泾“千亩鱼塘”是上海市水产标准化
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新安村民居墙上

都有海棠花图案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888000后后后书书书记记记眼眼眼里里里的的的“““五五五村村村联联联动动动”””

从单村“盆景”到连片“风景”
“一花一草一湖” 绘新安村蓝图

崇明区
三星镇
新安村“海棠深处”的

    在白墙黛瓦的江南风格建筑里，崇明

区三星镇新安村有自己的“标记”———村
里每幢房子某一侧的墙面上，都画着一朵

盛开的红色海棠花，似乎在讲述这个村庄
与海棠之间的某种特殊缘分。

打破常规
乡村公司化运作

新安村由内而外发生变化，是从 2018

年开始的。这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了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几个月后，变
化借由一场以“草帽”命名的论坛，开始在

崇明区三星镇的这个小村里萌芽。
“草帽论坛是 4月举行的。6月 10

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要通过企业化

运营，推动新安村的产业、经济发展，从而
实现乡村振兴。”上海玉海棠农业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海棠”）董事长
施大钟，说起两年前他刚回村时的情况，

不免感慨。

当时的新安村，戴着“最贫村”的帽
子，村里没有经济实体，土地大多闲置，

这样的村庄要怎样发展？看到社会资本
运营对产业活力的影响，经村民集中表

决同意，村集体资本持股 20%、民营资本
持股 80%的“混合所有制”公司玉海棠

“横空出世”，成为推动村内产业经济发

展的主体。
“刚开始对农业问题不熟，就想办法

先通过运作让流转的 5000亩土地产生效
益。”从土地承包开始，玉海棠通过土地集

中成立农业合作社，开启了新安村产业从
无到有的尝试。

挖掘资源
看“一花一草一湖”
事实上，新安村并非真的“一无所

有”：2016年崇明区生态廊道建设时种下

的 5000多亩海棠树，为村庄的振兴埋下
了伏笔。“怎么让海棠小镇的风景变成经

济收益，海棠苗木、海棠盆景成了新安村
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玉海棠的

海棠盆景园里，几乎集齐了所有海棠树的

品种，同时通过村民认养的形式，玉海棠
试点把海棠盆景园“开”到了村民家里，一

方面培养村民在盆景养护方面的技能，另
一方面如果有游客购买，村民和公司将五

五分成，以此来增加村民的收入。
在“一花”的基础上，新安村又锁定了

“一草”———被崇明当地人广泛认可具有
益母草功用的苦草，成为了新安村产业发

展的另一抓手。

一株苦草究竟能有多大功用？“玉海

棠”旗下的苦草科技公司联合上海中医药
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对其成分

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针对性分析。如今，茶
叶、咖啡、精油、鸡蛋等四大类苦草相关产

品已经研发完成，明年将大规模上市。“现
在新安村苦草的种植面积已经将近 1000

亩，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宅前屋后都种
有苦草，公司统一收购，这也是村民增收

的途径之一。”施大钟说。
在新安村的发展蓝图里，还有一个海

棠湖，这个合塘成湖的 500亩水域，连通
周边的 1500亩区间，将被打造成一个集

生态养殖、养老、娱乐于一体的多彩田园

综合体。“有水才有景，大概 5年就能基本

打造完成。”施大钟说。
虽然海棠和苦草尚未大规模上市，玉

海棠也还处在投入大于产出的阶段，但村
民增收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各方面的支持

和努力下，2019年新安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近 3万元，比 2017年增加近 1万元。

旧貌新颜
村企合力惠民生

玉海棠给新安村带来的变化，村民的
感受是最直接的。夏日午后，65岁的村民

马小英戴着草帽在玉海棠的核心景观
区———海棠左岸清扫着路旁的落叶，刚退

休不久的她，开始在玉海棠“上班”。“我主
要就是负责海棠园的清洁，活不多离家

近，一天有 100元的收入，挺开心的。”

如今玉海棠旗下已有 13家分公司，
涉及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同样的午后，77岁的杨汉生在自家

厅堂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和邻居闲聊。在他
家一亩见方的“小三园”里，种着各式蔬菜

和花卉，当然也少不了苦草。“以前也种，

现在种得多一点，9月份，‘玉海棠’会统
一收购。”看着院子里的海棠盆景，杨汉生

乐呵呵地说，“这是他们免费送过来的，平
时也就施施肥，浇浇水，很好打理，如果卖

出去了收入平分。”
“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

隔壁村都羡慕我们呢。”杨汉生的话，或许

道出了不少新安村民的心声。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崇明区
港西镇
北双村 一条“花路”的

布局“五村联动”塘湾村是“头雁”

    从“一花一草一湖”的崇明区新
安村，到“中国首个母婴康养村”的宝
山区塘湾村；从美丽乡村建设，到乡
村振兴示范效应……上海乡村不
但颜值在改变，更通过打造一个
个“网红村”，带动产业发展、
绘就未来发展版图。

今天，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暨人居环境整治现
场推进会举行。目前，
全市已有 70 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未来，还
有更多乡村将打
出自己的特色牌，
用实践证明———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宝山区
罗泾镇
塘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