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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回大地，花开烂漫，青浦练塘

东庄村成为不少市民赏春踏青的好
去处。自启动乡村振兴建设以来，通

过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农业产业升
级，东庄村开出了精品乡村民宿，林

田里种上了鲜美菌菇，养出了鳖稻
米，宜居宜业的优美环境还吸引了一

群年轻人返乡创业……东庄村正努

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闯出
一条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于练塘镇东庄村的大蒸港
水源涵养林里，树林之间搭起了一

个个暖棚，掀开塑料膜钻进去，只见
一朵朵蘑菇已经探出了脑袋。两年

前，东庄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引入
青浦菌菇龙头企业，在 246亩生态

涵养林里种起了大球盖菇、赤松茸、
灵芝、黑木耳等菌菇产品。随着前来

采摘菌菇的游客越来越多，公司瞅
准商机，创新多级股份制，让当地农

民也能持股，共同打造集菌菇科普
馆、美食品鉴区、林间课堂于一体的

“蘑幻森林”农旅项目。

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中，“旧

貌换新颜”的东庄村也正成为一批
年轻人回乡逐梦的热土。经过装修

改造，稻田旁的农家小院华丽变身，
“吉咖啡”成为东庄村首家乡村咖啡

屋，来村里参观游玩的市民都会慕
名前来打卡。而不远处的“阿神学

长”主打农家私房菜，无论大人小孩

都能在此感受到充满烟火气息的农
村烹饪生活。

眼下，东庄村焕发出新活力。乡
村民宿、面包房、咖啡馆的入驻，令农

民的闲置房得以流转，增加了房租收
入，而林下菌菇产业又以吸纳农民入

股的模式，让农民最大化共享新型农
业红利。如今的东庄村正以新兴产业

孕育着美丽经济，带领村民们大步向
前走上致富路。练塘镇新农办副主任

吴永春表示，今年将根据青浦区区委
的青西三镇协同发展要求，在乡村振

兴示范村里面形成联动的机制，打造
青西的农旅项目“金三角”。

本报记者 杨欢 通讯员 张强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何芹）梅花落尽海棠开，随着气温回
升，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海棠花近

日也进入盛花期。古人爱海棠，是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

上海南郊奉贤，怒放的海棠花成为
了市民当下最喜爱的景致之一。

奉贤有一个 2017年成立的新

社区，以海棠为名。在海湾旅游区海
棠社区居民之家正门口，有一个观

景平台，植有红色、绿色两种贴梗海
棠，阳光下红色明艳夺目，绿色清新

典雅，未盛开的花骨朵饱满如珍珠，
新生的叶片点缀其间，娇艳动人。

进入居民之家，几枝垂丝海棠
探出墙外，细看之下，原来是栩栩

如生的《花开海棠》立体壁画。而在
居民之家百姓自治空中花园内，也

种有不少贴梗海棠的盆景，独具造
型。刘小平是海棠社区百姓自治空

中花园养护志愿者，对于贴梗海棠
花期也谙熟在心，“三月份进入花

期，贴梗海棠如果养护得好，这批
花开完，还能连着再开一季。”

邻近海边，附近金汇塘路遍植
海棠，说起海棠社区名字由来，海

湾旅游区海棠社区居民委员会党
支部书记、主任许立群介绍道，“我

们小区有个居民刘阿姨，原来在江
苏淮安周恩来故居工作过，我们就

沿用总理与海棠花的故事，海棠社
区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讲好海棠

故事，目前海棠社区还与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结对成立海棠
社，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除了贴梗海棠，目前广泛种植
的垂丝海棠也进入盛花期。区别贴

梗海棠花朵贴着枝头，垂丝海棠花
梗则比较长。在奉贤区文化广场解

放中路路口，几株垂丝海棠花开似

锦，垂英袅袅。粉色的花骨朵，盛开
后花瓣颜色渐渐变淡，红白相间一

片烂漫，树下不时有行人驻足观赏。

“花期是每年的 3月到 4月，
开花时花朵下垂，春风吹拂呢下，

摇摇曳曳婀娜多姿。”奉贤区绿化
管理所绿地管理科中级工程师金

丹介绍道。除了海棠社区、文化广
场周边，环城西路大润发东南侧、

望园南路百秀路东面、金海公路多

有种植，提醒市民及时赏春，莫待
绿肥红瘦时。

    春天，百花争艳。梨花是格外

“清新脱俗”的存在，一身素衣，洁
净清雅。近日，青浦现代农业园区

里，260多亩梨树迎来盛花期。满
树梨花吐蕊，洁白如雪，花香浮动，

沁人心脾。梨农们也抢抓花期，对

梨花进行人工授粉，为梨子的丰产
增收洒下一年中第一轮汗水。

受天气影响，今年的梨花开得
特别早。为抓住作物生长的有利时

机，梨树林下果农们用特制刷子蘸
上花粉后涂抹在梨花上，为梨花进

行人工授粉。据悉，梨花人工授粉

工作是提高梨树坐果率的重要方

式，能保证梨树坐果均匀。
上海野龙果业有限公司场长

谢志礼告诉记者，目前有 25?工
人在人工授粉，通过人工授粉能保

证梨的质量。今年长势好的话，每
亩产量能达到 4000斤。

本报记者 杨欢 通讯员 李双玖

游桃林花海 品传统文化 尝非遗美食

上海桃花节全攻略来了

    尝一块桃花酥、

品一壶桃花酿，迎着

微醺的清风，看从仕

女图中走出的“桃花

仙子” 穿梭在花海，

仿若步入桃源仙境

中……从即?起到

4 ? 6 ? ，“2021 上

海桃花节 ” 拉开大

幕，不妨趁着清明节假期，

来一场“三生三世”的桃花

之旅吧！

 乡村民宿咖啡屋 “蘑幻”森林鳖稻米

丽美 乡村

青浦练塘东庄村
“美丽经济”花繁叶茂

梨花迎风开 果农点粉忙

游周末

观景台

 看在桃花节
看桃花，不仅在传统的桃花

村。今年，在浦东惠南、老港、新

场、周浦、大团 5 个镇，2021 上
海桃花节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

游 客 们 不
用扎堆，可

以 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线路赏花。

你可以
在奥运冠军

钟天使的家
乡———惠南

海沈村，骑
着自行车穿

行过百里桃

花，在美丽
田园采摘春天的果实；漫步在老

港红窑林道，感受桃花梨花相辉
映的美景，亲手体验织土布的技

艺，品尝雪菜之乡的塌饼；还可
以穿过千亩桃林，来到周浦花

海，狂拍一阵后，到有着百年历
史的黄大哥羊肉馆，品一品浦东

的非遗，感受江南丝竹之美。来

到新场第一楼，你可以沉浸式体

验红色之旅，扮演一下地下联络
员，聆听和体验新南村的桃园音

乐会和乡创中心；再到大团的赵
桥村，桃林深处赏演出、桃花坞里

看桃花、桃花广场放风筝、桃林农
家品菜饭……一镇一条特色分明

的赏花线路，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20个主题活动、100多场次的
各类文化旅游活动，让人畅游花

海，目不暇接。

吃在桃花节
在桃花节，目之所及，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盛开的桃花林远观

气势磅礴，如海如潮；近赏俏丽妩
媚，似少女初妆，美不胜收。

但桃花节里不仅是赏花，“吃
货”们也有口福了。浅尝一口颜值

爆表的桃花酥，粉嫩中透露出可

爱，精致中带着香气；抿一口沁人
心脾的桃花醉，微酣中带有甜蜜，

余韵连绵悠长；还有汁水丰富的
下沙烧麦、入口酥松的高桥松饼、

鲜甜爽脆的三林酱菜、口感醇厚
的龙潭酒酿等具有浦东特色的

“舌尖上的非遗”，令人回味无穷。

品尝过美食，再着一套美丽的汉

服，漫步于桃花林间，似桃花仙女落
入凡尘，赶紧举起手机拍下这一段与

春天的邂逅。

买在桃花节
逛好、吃好，不“买买买”总是意

犹未尽。除了赏花，桃花节伴手礼、文

创产品、特色农产品也通过全市第一
个乡创产品平台———“发现博物馆商

店”的“2021上海桃花节乡创产品专
区”销售。

桃花节上，浦东 79项非遗项目

中精选出的 18项非遗项目也在此聚
集。下沙烧卖、高桥松饼、三林酱菜、

龙潭酒酿……“舌尖上的浦东”一网
打尽；剪纸、石雕、土布纺织、三林刺

绣……“浦东手艺人”的绝活纷纷亮
相。浦东非遗项目将分散在 5条乡村

人文赏花线路中，每条线路都有不同
的非遗项目等待游客的发掘。

游桃林花海、品传统文化、尝非
遗美食、赏美丽乡村……“春暖浦东、

十里桃花”壮阔的花海正在眼前，趁
着春光明媚，趁着清风徐徐，走进桃

花春色，“桃”醉在大好时光吧。
首席记者 宋宁华

2021上海桃花节

5?主推线路

【惠南镇】

■ 美丽乡村示范村（海沈村）

———南汇桃花村———桂峰台

农种植园
【老港镇】

■ 美丽乡村示范村（大河村）

———浦东红窑———大河蔬果、

爽快合作社、零珊梨园
【周浦镇】

■ 美丽乡村示范村（界浜村）

———周浦花海———周浦万达

广场———黄大哥祖传羊肉馆
【新场镇】

■ “古镇+乡旅”红色人文之
旅：第一楼茶园（需预约）———

印象大理———历史文化陈列
馆———缶+———美丽乡村示范

村（新南村）桃源———新南乡
创中心

【大团镇】

■ 果园王厅、瞿家桥桃海———

美丽乡村示范村（赵桥村）———

定慧庵、 唐家庵———合作社参
观或百匠村手作体验

快来赏春
奉贤海棠进入盛花期

惠南镇

“回望百年党史， 赓续惠南华
章”《在跨越的岁?里》———惠南镇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 “四
史”主题专场演出日前举行。今年 3

?， 惠南镇人民政府与浦东新区文

化艺术指导中心签署的 《共建惠南
融合分馆的框架协议》正式生效，双

方将通过党建促业务、党建促融合，

做大浦东南部文化大蛋糕。 宋宁华

山阳镇

作为上海湾区“主战场”，金山
山阳镇“十四五”开局之年首批完成

的民生实事项目———山阳镇法治科
普公园、汇龙湖公园、上海湾区蔚蓝

邻里中心、杨家村村史馆近日亮相。

其中，山阳法治科普公园，由法治展

示体验区、趣味法治体验区、法治生

活体验区、法治历史体验区等构成，

是全市首家法治科普公园。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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