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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荩浦东·川沙

一栋栋建筑、一处处风景、一个个微笑……
看“浦东历史文化之根”悄悄在改变。为庆祝

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近日，川沙新镇举
办的“不忘初心映盛世 筑梦川沙再出发”

主题摄影大赛开幕。
历史悠久的川沙古镇，曾长期是浦东

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素有“浦东历史文

化之根”的美誉。摄影大赛历时 6个多月，
从近千份作品中遴选了 100幅集中展出，

并印制成册。这些摄影作品从不同角度，展
示了川沙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的变迁与

收获，反映出浦东开发开放 30年来川沙新
镇的人文之美、环境之美、乡村之美、发展

之美。 宋宁华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金秋九月，崇明

稻田黄金一片，又到了早熟“国庆稻”收割时
节。近日，上海著名地产大米“东滩大米”原粮

生产基地———上实东滩基地种植的近 1500

亩国庆稻开镰，“东滩大米”抢鲜上市。据田间

测产，今年国庆稻产量和品质较去年均有较
大提升，亩产可达 475公斤，较去年的 400公

斤增产 18.75%；中晚熟优质稻亩产可达 560

公斤，较去年增产 5.66%。

崇明东滩水清、土洁、气净，日照充足、雨
水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科学栽培

技术，孕育出了优质的上海地产大米。“东滩大

米”煮出来的米饭口感软糯、气味清香，煮粥黏

稠中带有一股香甜，令上海市民念念不忘。

刚从田间收割上来的稻谷，通过烘干设
备，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稻谷含水量从 30%左右

降至 15.5%以下，使稻谷顺利进入加工环节，
大幅缩短新米上市时间，新鲜度和口感均得到

保证，市民可以早早品尝到上实东滩国庆新
米。据悉，在此次开镰仪式上，产销单位还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市民近日可在盒马鲜生、叮

咚买菜、东方购物等渠道选购东滩大米。

为啥上海市民对“东滩大米”情有独钟？

据上实农业公司总经理李国梁介绍，“东滩大

米”的优势：一是优质种植基地好。崇明东滩
湿地公园，毗邻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远离污

染；水源优质，无重金属污染；天然活水引流，

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气候温和湿润，

适合水稻生长；年降水丰沛，温度适宜；四季
分明日照充足得天独厚。二是优异种植模式

好。“春肥满筐，秋谷满仓”，遴选万亩优质水

稻田进行原生态种植“无农药残留”“无除草
剂”及“无熏蒸”的“三无”水稻种植模式推进

绿色稻米产业升级。精心比对出米质优、抗性

好、成熟早的水稻品种。三是糯香口感好。绿
色有机稻谷产下的稻米粒可以说是颗粒饱

满，挤挤挨挨铁镰收割下，大小均匀，色泽润
滑煮熟后一粒抓着另一粒满口喷香，可软糯

可糙口全凭煮法调口味。
秋意款款随风来，稻香阵阵说丰年。无论

走到东滩的哪里，那金黄耀眼的国庆稻，那一

缕缕迷人的稻香，始终让人回味无穷。

    本报讯（记者 杨洁）稻浪翻滚，屋舍整

齐，森林氧吧，四季花香……近日，上海市农
业农村委、市文化旅游局和市交通委联合发

布上海 9个涉农区的 18条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特色线路。散落在上海郊野的美丽乡村，

正由点及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片，从“一处
美”迈向“一片美”，成为广大市民向往、舒心

游憩的后花园。

浦东新区“乡村文创线”、闵行区“亲近自
然，回归纯朴”线路、金山区“花海古镇，乐活

滨海”线路……一个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将开
启一段段令人神往的休闲旅程。

这批特色线路经过市农业农村委、市文

化旅游局和市交通委征集遴选和精心打造，

充分挖掘了乡村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集成
美丽休闲乡村、旅游重点村、绿色田园、星级

旅游景区、郊野公园、“农村四好公路”“最美
乡村路”及乡村农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提

供更好的旅游观光、乡村美食、研学教育、休
闲体验、农产品购物等休闲服务，体现了全

域旅游的特色。每个区的线路中都含有农产

品购物点。各区农产品也转变为“后备箱”
“伴手礼”等旅游地商品，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满足居民休闲消费升级需求，实现农旅品
牌共赢。

乡村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

上海底色。近年来，上海认真贯彻国家乡村振

兴建设的总目标，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为标志的

乡村振兴“三园工程”，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今年发布的 18条线路，格外突出

近年来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共包含了近三
十个各级各类示范村。

当前，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经取

得了积极成果，全市已有 37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1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和 124个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30个村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称号，形成了一批休闲农业观光园、采摘园、

乡村民宿、休憩林地和农事节庆文化活动，各

类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 315个，年接待游

客达 1800万人次。此外，支持本市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四好农村路”示范路也有

71条，共计 145公里；还有 1个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和 13个上海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

市农业农村委表示，“十四五”期间上海
将进一步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创业发

展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统筹农村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加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
建设，开展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项

目示范行动，培育一批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精品村、精品园、精品民宿、精

品节庆活动。

上海 18条农旅特色线路已上线

溯源农耕文化 探寻郊野之美

崇明国庆稻开镰收割 “东滩大米”节前上餐桌
报速田头

事新郊区

    文明，浸润着这座城市的人文气韵，

衡量着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 彰显着这
座城市的幸福底色。

作为长江下游的一座新兴港口工业
城市，曾经一度是长江南岸的一块“边角
料”，如今，张家港已是全国文明城市的
“老标兵”，是唯一一座实现“五连冠”大
满贯的县级市。

从全国率先提出创建文明城市理念
的县级市， 到率先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
县级市，再到“五连冠”，张家港追求文明
的脚步从未停歇， 文明成为张家港最闪
亮的标签。这座以文明而著称、因文明而
美丽、由文明而兴盛的江南小城，在文明
城市建设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成功密码？

城市精神
引领文明创建“永不止步”

1962年，这片长江入海口的沙洲设

立了行政区划，拥有了第一张“身份证”

———沙洲县。1986年撤县建市，共和国

的版图上多了一个叫张家港的县级市。

多年来，张家港的发展经验集中到

一点，就是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

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两者同步开展，相互促进，融合共

赢，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

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成功之路。

在张家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

合展示馆，一张张图片详细记录着张家

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奋斗历程，也记

录着“张家港精神”的成长历史。

上世纪 90年代，时任张家港市委书

记的秦振华领着当地百姓，从上街拍苍

蝇、扫马路、拆除露天茅坑开始，靠着 80

多万把笤帚，“扫”出了一个全国卫生城

市，“张家港精神”也在卫生城市的创建

中发端、成型。

成功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后，张家港

人又将目标瞄准了全国文明城市。1994

年，张家港成为全国率先提出创建文明

城市理念的县级市。1995年 10月，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张家港召

开，向全国推广“一把手抓两手、两手抓

两手硬”的张家港经验。

自此，“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

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闻名全国。

从抓卫生环境到培育市民文明，从

提升城市品质到促进城乡一体文明，几

十年间，张家港市委主要领导换了一任

又一任，但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棒接着一

棒传，一任接着一任抓”的传统始终没

变，文明素养得以在每一个张家港人心

中生根开花。

“张家港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

干出来的。正是因为把文明当作驰而不

息的执着追求，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勇于

创新，才得以让文明的种子在每一个张

家港人心中生根开花，进而积淀成为这

座城市的最美底蕴。在“张家港精神”的

引领下，张家港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激发干部群

众永争第一的创建动力，从而使得 20多

年来，张家港追求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歇，

文明也成了这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

志愿服务
奏响文明创建“全民合唱”

“坚持志愿先行，共筑文明之路。”在

张家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

展示馆里，墙上的这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志愿服务是一种主动行为，体现了人民

群众对生活的新理解、新态度，早已突破

单纯的活动范围，成为张家港人生活的

一部分。

为了让爱心得到回报，张家港还在

全国县级市率先出台《张家港志愿者礼

遇办法》，遵循“适度回馈”原则，为志愿

者提供多方面的礼遇。志愿者年度服务

时间满一定时长的，可免费享有体检、观

看文艺演出、旅游年卡、公交年卡、停车

年卡等待遇；新市民志愿者服务时间被

纳入新市民积分管理，作为新市民及其

子女入户、入学、就医的重要依据。张家

港市对志愿者的这些实用奖励，也让居

民在参与志愿服务时更有干劲，如今，进

村入企开展文化辅导、到社区开展便民

服务……在张家港市的大街小巷，处处

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搭乘着“志愿+”的

东风，张家港市志愿服务的触角已经延

伸到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

云上线下
构筑新时代文明实践“新常态”

全国文明城市是张家港的“金字招

牌”，张家港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典范，

城市管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随着张

家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的上线，

巧借互联网、大数据新技术，通过线上线

下同步、资源互通互融搭建起文明实践

服务，与百姓需求的“强链接”，解锁文明

实践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的“新姿势”，

成为张家港城市文明建设的“新常态”。

张家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

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5G ?动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友爱港城、

全民阅读、健心云、文明天气图等原本分

散的线上文明实践系统，增设志愿服务

需求对接、项目对接、资源对接等功能和

文明创建等模块构建互通互融的云上阵

地矩阵。云平台上还设置了电子“文明护

照”，根据活动安排发布不同的任务项

目，市民参与后可获得每项活动定制的

文明勋章，对应一定的文明积分值，可兑

换相应文创产品。

“作为全国首批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城市，张家港成

立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指导中心，

以“一网三清单”的工作模式，盘活全市

2000多个服务阵地，实现市中心、镇所、

村（社区）站全覆盖。

文明城市创建难在常态长效，张家港

一系列探索文明实践和文明创建同频共

振方法和路径的“硬核措施”，被实践证明

效果卓著。2020年 4月，张家港市文明办

正式发布升级版《张家港志愿者礼遇办

法》，从志愿者荣誉评定、礼遇回馈及保障

措施三个角度完善志愿者礼遇激励机制，

在制度框架内提升了志愿服务的稳定性，

让这座城市 18.3万志愿者得到了满满的

暖心收获。5月 30日，张家港发布《张家港

市公筷公勺使用指南》，全市 51家餐饮单

位组成首批“公筷公勺”酒店联盟，推出优

惠套餐、打折活动、特价菜等，合力促进

“文明用餐·公筷公勺”宣传行动落地见

效，传递“舌尖上的文明”。

“引导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题中之义。”张家港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艳说，通过一系

列接地气、聚人气、冒热气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解码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幸福方程式。

文明之花常开常盛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是评价和反映

一个城市整体水平的综合性最高荣誉，

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文明城

市”绝不是一块铜牌那么简单，它是一场

马拉松，是持久战，是每个市民朝着同一

个目标努力奋斗，从而让家乡变得更美

好的过程。

张家港市委书记潘国强说，全国文明

城市是张家港最具辨识度的“金字招牌”。

20多年来，发展环境在变、领导班子在变，

但张家港“争第一、创唯一”的内生追求始

终没有变。当前，张家港正与时俱进大力

弘扬张家港精神，全力打造“新时代文明

标杆”，不断拔高精神文明建设新高度。

文明是一道风景，更是一种追求、一

种力量。长期的文明城市创建，给张家港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更有精神

特质、更有文化品位、更有思想内涵、更

有道德追求。我们看到，多年的文明创建

工作，也使张家港市民真真切切感受到

了城市文明的深刻变化，如今，张家港土

地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志愿服务蓬勃

开展，全民阅读书香四溢……越来越多

的市民成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支持

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朱桂根 邱如明）

环沪城市群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张家港：文明之花何以长开长盛

暨阳湖 许海斌 摄

·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