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乡村振兴 村书记这样“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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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乡村振

兴，如何凸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美学价值？近日，首期“乡

村振兴 书记论剑”活动在浦东新区
周浦镇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举

行，共同为沪上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首期活动主题为“提升乡村经

济、生态、美学价值，让农民生活更

美好”，来自上海各区的四位村级党
组织书记与专家学者交流，传递基

层声音，推广经验做法。

经济价值
合理定位，因地制宜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要内容，也是基本前提。

“界浜村种桃历史悠久，对于界
浜人来说，赏桃花、品桃味是一种生

活习惯，也是人文情怀。”浦东新区

周浦镇界浜村党总支书记姚辉介
绍，当传统销售已经无法满足水蜜

桃的产量时，界浜村采用了平台开
店、?播带货等新模式。“去年农博

会的带货?播中，界浜湖景蜜露水
蜜桃跃居价、量双冠，入选‘十大最

受欢迎农产品’。”

位于松江区泖港镇的黄桥村是
上海市唯一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和农村宅基地改革“双试点”村。黄
桥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陈继明介

绍，近年来，黄桥村引进上海汉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现代农业生产

园区，还携手临港松江科技城，合作
共建漕河泾开发区黄桥科技园，以

产业兴旺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以产业集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村

民们说，今年春节，小辈们更愿意在
老家过节，家里也越来越热闹了。”

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院长

吴方卫教授指出，发展乡村经济的

重点在于找准市场、合理定位与因
地制宜，难点在于转变理念、吸引人

才与管理模式。“要把乡村作为唱出
产城融合、一二三产融合的大戏的

舞台，同时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

生态价值
绿色食品，绿化环境
青瓦白墙，碧水绿篱，老宅基重

现“浦江南岸好风光”……位于奉贤

区庄行镇的浦秀村坐拥 1.5公里浦
江岸线、790?生态涵养林，可谓是

“天然氧吧”。浦秀村党总支书记冯
建军介绍，展示乡村风貌“高颜值”

魅力的浦秀村，也吸引不少人气：

“浦秀中心路全程两侧打造样板绿
化公园 80?，园内利用石板、青砖、

旧瓦片等生态元素进行点缀，吸引
众多徒步爱好者前来，成为‘网红打

卡地’。”

同样拥有浦江源涵养林的黄桥

村也因地制宜，大力整治周边荒废
用地延伸植绿面积，扩展种植湿地

松、金合欢、法国冬青等 300?种各
类树木，形成了树木葱郁、花香四

溢、飞鸟幽鸣的怡人景象。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曹林奎教授表示，乡村生态价值主

要体现在两个“绿”字上，一个是“绿
色食品”，一个是“绿化环境”。“用生

态文明的理念引领美丽乡村建设，
营造顺应自然，美丽富饶的农村生

活景象。”

美学价值
异于城市，展现活力
位于金山区廊下镇的山塘村是

一个水乡古村，历史悠久，与浙江省

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南山塘）一河
之隔，形成了“一桥两山塘”的毗邻

村落特色。

山塘村第一书记杨立平介绍，

南北山塘正跨省打造 8 平方公里
“明月山塘”乡村旅游品牌，在保留

原有村落市井文化的基础上，打造
集休闲观光、旅游商贸为一体的历

史文化商业街区……“为了增强游
客体验感，去年两地还携手在山塘

古桥西面新建一座‘连心桥’———明

月桥，形成一进一出的景区环线，让
游客不走回头路。”

“乡村之美应该体现与城市不
同的资源和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张立副教授建议，应
当全面推行乡村建筑师、乡村规划

师制度，充分利用大学资源，鼓励大
学生参与到乡村微环境设计改造

中，同时发挥传统工匠力量、注重传
统技艺、传统材料的运用，加强乡村

美学教育。在乡村风貌上，不能千篇

一律，应该多样化，展现乡村活力。

本报记者 杨洁

提升乡村经济、生态、美学价值，让农民生活更美好———

    在农场负责人张春辉看来，这片土地充满可

能，“乐趣是挖不完的”。这两年，家绿的番茄和西瓜
在市地产优质农产品评比中屡屡获奖。种出的产品

口感好，销量也节节攀升，来体验

采摘的游客自然

越来越多。

“农产品不只
是用来采摘的，开

发更多新产品、新
活动，让消费者从

各种新鲜的体验
中感受农产品的

品质。”为了更好

提升游客的乡村
游乐体验，张春辉

和他的团队“脑洞
大开”。

彩虹农场目
前规划有三个核

心区。小型综合体
验区占地 87 ?，

有蔬果采摘、萌宠
喂养、制作叶榭软

糕和农家粽子，还

设置了烧烤区和

土灶区。

在占地 200

?的四季瓜果种

植区内，茄子、水
果黄瓜、西葫芦、
辣椒、球生菜……蔬菜大棚为游客敞开。采摘完的

蔬菜带到土灶区，现摘现做现吃，享受从田头到餐

桌的新鲜。“考虑到农场地方大，明年我们想以小火

车的方式环游采摘。”张春辉畅想，小火车徐徐驶
过，沿线依时令设有西瓜站、甜瓜站、番茄站，站台

停靠在花式廊架下，游客可以在四季景观中享受采
摘。

此外，农场正在打造种养结合生态区，这里将

以叶榭特色张泽羊为主，推出包括养殖课堂、参观
喂养、品尝烤全羊等特色体验。

“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只是希望吃到新鲜
的蔬果和特色菜品，我们希望通过打造一站式的农

场玩乐体验，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留住他们。”

张春辉说。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韩佳怡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在
千年古镇新场之南、上海最大的人
工河大治河之畔，有一个富有桃源

水乡风貌的村庄———新南村。这里
建成的上海市第一个乡村创客中

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乡创业就业。

近日，上海新南乡创学苑正式
启用，将成为乡村人才培养和乡创

产业孵化的平台，为上海乡村振兴
建设探索新路。

打造“乡野硅谷”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尤其是有
创新活力的年轻人。位于新南村主入

口，只见闲置多年的原农民工子弟学
校（新星小学）改造而成了新南乡创

学苑，由新场镇党委、政府主办，上海
浦东新区新场乡创乡村振兴促进中

心运作。学苑以政策研究、人才培育、

技能培训为核心，集乡创资源导入、
创客落地服务与品牌孵化于一体，服

务于乡村振兴。
当天还宣布了一批乡创功能性

基地落户新南乡创学苑。据悉，上海
新南乡创学苑前期已与浦东新区农

业农村委、团区委等单位合作，研发
出了多门培训类、实践类课程，首期

开设村民大课堂、学生社会实践、青
年乡创人才营、乡创人才试验班、

5G?播电商运营等课程。

新南村打造的“乡伴新南创客
之家”，是一个集创客创业、办公、生

活、交流为一体的村落配套功能区，
服务于乡创学苑发展。未来更有望

打造为“乡野硅谷”，让更多的都
市年轻人回归乡村、振兴乡村。

让年轻人回乡
2020年 4月，新南村被列入上

海市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计

划。如何让乡村“提起精神”？新场镇
党委、政府的落脚点是让年轻人回

乡，认准的路径是“乡创”。
乡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

在的行动。首先是乡村风貌，保持江

南水乡特色。按照“轻介入、重梳理”
的原则，引进同济等专业团队，突出

对核心区道路及宅、田、林、水的整体

设计，提升乡创品位。
伴随着秀丽的田园风光，新南

村围绕“乡创”的一系列功能性项目

也同步实施———

新南乡创中心 2019年 1月 18

日启用，是上海市人社局命名的全

市首个乡村创客中心。乡创中心采
用“返乡青年+创客”的模式，成为

返乡青年和有志乡村的年轻创客
集中办公、活动交流的场所，已有 5

家创客团队入驻，吸引返乡青年约

50人。

新南乡创孵化中心，位于新南
村规划建设的中心村集中居住区，

由村民闲置的宅基地房改造而成，
帮助创业团队实现了由“一个工位”

到“一幢楼”的创业梦想。目前首批
4家团队已入驻。

发展新样板
古镇和乡村联动，文创和乡创

融合，一批活跃在新场古镇的文化

人、创业者，也纷纷来到新南，展示
桃文化，开发本地美食老八样新八

样，建起乡村民宿和人才公寓，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昔日穷村，正变成网红村。越来

越多的人，在古镇游玩一圈后，选择
来新南村打卡，节假日尤其多。为

此，新场镇还推出了“古镇+乡村”
旅游线路，建起了村里的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配套停车场、公共厕所、
候车厅等设施。

有关专家认为，新南村以乡
创＋为路径，以青年返乡为动力，通

过盘活、赋能、融合等手段，探索农
文旅特色的新产业新业态，逐渐形

成并呈现出身处大都市里一种崭新
的发展样板———“乡创新南模式”，

这种模式在上海乡村大有可为、值
得推广。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节气

过后，正是水稻插秧的大好时节。近日，
金山区蒋庄村党总支联合上海煜海水

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举办了一场插秧比
赛。7支参赛队伍的选手们卷起裤腿，

下到水稻田里，插起秧来如火如荼，欢

声笑语不断。通过本次活动，大家在体

验传统农耕乐趣的同时，也激励着在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插秧大比拼

青春作伴好还乡
 上海新场古镇新南乡创学苑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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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美 乡村

游周末

沪郊“遛娃”又添新去处。6月 1日，位于松江区叶榭镇的
家绿彩虹农场正式开放。户外烧烤、瓜果采摘、土灶烧菜、钓
小龙虾……在这个占地 376 亩的农场内目前有 20 多项特
色体验项目，从田头到餐桌，体验乡村之乐。未来，农场还将
规划引入小火车，在“西瓜站”“甜瓜站”“番茄站”环游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