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洁）

松江大米、奉贤黄桃、金山

蟠桃、 马陆葡萄……上海

地产优质农产品哪里买？

“沪农优品馆”日前上线。

“沪农优品馆”首批上

线的农副产品包括崇明的

大米和羊肉、松江的粳米、

金山的水蜜桃、 马陆的葡

萄、奉贤的茶树菇、闵行的

黄金瓜等， 均为上海各区

的绿色、有机食品，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以及老字号

产品。此外，光明、普圆、大

瀛等上海本地知名品牌、

老字号的优质尖货也同时

入驻优品馆， 市民足不出

户即可“云买菜”，一站购

齐自家的“菜篮子、 米袋

子、果盘子”。另外，拼多多

“百亿补贴”对部分优质农

货进行覆盖， 部分商品当

日下单，次日即达。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

展， 本市涌现出一批优质

地产农产品， 不断满足城

乡居民持续增长的消费升

级需要。”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张国坤

表示，当前，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正在实施

一系列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促进农业提质

增效和农民增收。 通过构建“一网、一图、一

库”实现全市农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保障地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信息可追溯。

此次与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拼多多平台共建线上

“沪农优品馆”， 旨在培养新农业电商人才，让

更多优质绿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

农业生产经营者享受新理念发展带来的红利。

据悉，“沪农优品馆”专区是在拼多多平台

设立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公共销售空间，以绿

色、优质为主要特征。前期，通过各区农业农村

委推荐，已组织部分企业进行网店培训与座谈

会，辅导部分有能力的经营主体在拼多多平台

开设网店。 平台初步制定了准入标准，经审核

后将具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及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的“两品一标”产品，具有“著名商标”

“名牌”认证的食品及初级加工农产品，在市、

区二级政府组织的农产品品鉴评优中荣获奖

项的产品纳入为专区目录产品。

平台上线后，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将

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地产优质农产品生产企

业、合作社入驻“沪农优品馆”，加强对入驻单

位和产品的推荐和指导， 严格把握农产品的

质量标准， 提高网上营销服务水平， 共同把

“沪农优品馆”打造成地产农产品线上优质品

牌，解决地产优质农产品卖难买难问题。

事新郊区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24小时自助服务区本

月起正式对外运行。为解决群众“上

班时间没空办、 下班时间没处办”

的问题，经多方协调，友谊路街道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服务大厅

开辟了 24小时自助服务区。作为宝

山区内首家， 友谊路街道自助服务

区的上线实现了从 8 小时“全年无

休”向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的跨

越，居民只需身份证即可自行进入

服务区办理相关业务。 郭剑烽

    暑热还未完全消散，松江已经迎来了秋收

的喜悦。

9 月 2 日下午，在叶榭镇同建村的稻鸭米

生产基地的稻田里， 联合收割机轰鸣作响，奏

响了松江大米早熟品种开镰秋收的序曲。经采

收加工后的第一批新大米 9 月 4 日下午就将

上市，供市民购买尝鲜。

水稻田里藏着一只只肥硕的鸭子，鸭子吸

食叶片上的虫卵，粪便被水稻吸收，到了丰收

时节，稻穗饱满，鸭子肥美。 这是松江“稻鸭套

养共生”的立体农业模式。

随着早熟品种松江大米进入收获季，叶榭

镇稻鸭米基地这种绿色大米迎来丰收。“相比

往年，今年的稻鸭米要早上市 9天。”基地负责

人孙红荣介绍，因为今年高温天多，加上基地

200 亩农田全部施用有机肥，相比一般种植方

式，植株的成熟期更早，使今年稻鸭米的收获

季小幅度提前。

由于早收占据“早市”，今年稻鸭米的行情

更为火爆。孙红荣介绍，稻鸭米煮熟后，米饭颗

粒晶莹饱满，色泽清香透明油亮，口感黏糯香

喷。 另外，鸭子处于散养的状态，口感特别好。

目前基地中 200亩稻谷虽然才第一天采收，但

70%的新米已经被老客户提前订购。按照目前

的行情和往年的经验， 预计 11月左右就能够

售罄。

据了解，一田能够多收的立体农业，目前

松江主要有稻鸭、虾稻套养共生等模式。其中，

稻鸭模式技术相对成熟， 但因为农田规划、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限制，需要突破农田有效防

虫、除草，以及养殖等方面技术难点，还需进一

步发展推广。 通讯员 李谆谆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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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梦想盛开在田间地头
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同台竞技农村创新创业大赛

丽美 乡村

报速田头

松江稻鸭米开镰
首批新米今天上市

    近日，浦东新区第三届“惠南

杯” 青少年琵琶演奏邀请赛决赛

举行，18位晋级决赛的青少年琵

琶选手经过激烈角逐， 分别评出

了最佳演奏奖、最佳传承奖、最具

潜力奖。 2008年，“琵琶艺术·浦

东派” 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上海市浦东

新区惠南镇、新场镇、康桥镇作为

“琵琶艺术·浦东派” 的主要发源

地，一直着力于挖掘、传承与发扬

该艺术的工作。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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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鸭米粒粒饱满

▲ 松江稻鸭米开镰 姜辉辉 摄

▲ 稻田鸭是“套养共生”的重要一环

    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怀有梦想的

“三农人”齐聚一堂。近日，第四届上海市农村

创新创业大赛暨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大赛上海

地区选拔赛落下帷幕。

智慧科技赋能“绿色田园”

现场， 参赛选手分享了各自的农业创新

创业项目。 来自浦东新区的沈超有 5 年多的

留日经历， 他 2015 年开始从事生态农业，利

用麻鸭的生活习性，在浦东大团镇探索“合鸭

农法种养循环农业”。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与普通种植方式相

比，合鸭农法可以省去化肥、农药，鸭子产出

的鸭粪，可以增加有机肥。 通过使用，水稻田

基本不需要排水，也减少了灌水次数。 ”沈超

介绍，科学性地利用鸭子的习性和活动，可以

完全代替农药和化肥， 也有助于解决稻田杂

草和病虫害的问题。 这相比普通种植，收益可

翻 2-3倍。

“叶榭是松江最古老的集镇之一，叶榭软

糕有 400 多年的历史。 制作软糕的精髓在于

料选用优质的松江大米，粳米、糯米，按比例

配制而成。 ”松江区年轻农场主朱燕则在现场

向大家讲述了松江非遗产品叶榭软糕的产业

复兴之路。

为了更好地推广米糕文化， 朱燕在叶榭

乡村建设了“八十八亩田”的体验地。 所谓“八

十八”，正好构成了一个“米”字。 松江 001 号

民宿、第一座大米体验馆、米糕 DIY 中心、米

食餐厅……“八十八亩田”提供全方位的米糕

体验。“让我意外的是，周末时经常有市区来

的叔叔阿姨， 早上 7 点不到就在米糕店门口

排队了。 ”朱燕说，“目前，我们正在与广富林、

迪士尼洽谈， 可能还将开设两家叶榭米糕直

营店。 ”

乡村青年农创园、 智慧科技农业……本

次比赛 29 个参赛项目是本市农业创业领域

“优中选优”而来。 与往届相比，成熟度在提

升，产业化表现在升级，有不小的成长空间和

发展潜力。

郊野大地“点燃”创新氛围

本次比赛由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妇联主

办。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共有 29 位选手入围

决赛，其中女性选手有 17 位，农创人巾帼不

让须眉。

哪些农业创新创业项目比较容易脱颖而

出呢？ 记者在评审现场了解到，评审侧重项目

在核心团队组建、产品服务供应、技术实力展

现、 创新和成长空间等多方面表现。 在初创

组， 更看中项目盈利方式和商业模式的独特

性和差异化；在成长组，则更注重项目成长中

表现出的规模化、集约化特征。

最终，“合鸭农法种养循环农业”“八十八

亩田”获“初创组”一等奖，“双孢蘑菇工厂化

栽培”“花海田园康养文化园”获“成长组”一

等奖。

“农业不是一个快消行业，一个好的商业

模式可能会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释放出它的价

值，我们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是

单一从商业投资角度评判。 对于不少项目呈

现出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性， 应该给予

更大鼓励和支持。 ”成长组组长、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教授孙智华在点评时说。

创新创业大赛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

个汇聚农村创新创业领域各类人才和资源的

平台。

未来乡村，不仅是重要的居住空间，还是

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吸引创新创业群体的

重要发展空间。 激情飞扬、活力迸发的创新创

业氛围，正在郊野大地“点燃”，也将为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和“绿色田园” 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