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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明富创作的农民画

▲

怀明富展示自己创作的农民画长卷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屠瑜）第三届长三角“纳

米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暨共建长三角纳米基
地启动仪式近日在金山举行。现场，“长三角

纳米基地”筹建计划公布，“长三角纳米工程
应用实验室”揭牌。

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临
港金山二工区新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金山

第二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将共建“长三角

纳米中心”，打造长三角纳米产业高地，建立水

平一流的功能平台，吸引培育纳米材料领域

高新技术企业，做强纳米材料产业，辐射带动
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纳米材料领域的发展。

上海临港金山二工区新兴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俊表示，各方将持续深化纳米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加

速推进纳米新材料产业项目产学研融合发展，
打造长三角纳米产业高地，形成全球领先的纳

米技术产业集聚区和辐射效应圈。

上海将在金山打造长三角纳米基地

每天稳定供应 50余吨 耐热品种丰富市民菜篮子

松江力保淡季绿叶菜正常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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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出三伏，但现在仍是传统意义上

蔬菜生产的“夏淡”时节。为了保障市民“菜篮
子”，松江区通过基础设施提升、品种优化、政策调

控等“保淡措施”，蔬菜基地保持每日 50余吨的供

应量，助力淡季蔬菜市场保供应、稳菜价。

高温天产量下降三成
在松江区叶榭镇的松丰蔬果专业合作社

蔬菜基地内，只见一片忙碌景象。大棚内的青

菜绿油油，农户们正埋头抓紧收割，旁边的田
间整齐地码放着一筐筐收满的新鲜蔬菜。

为避开中午时分强劲的日头，菜农选择
在早晚气温略低时开展农事活动。高温天气

不仅改变了菜农的耕作时间，也对蔬菜生长
造成不利影响。“高温天里蔬菜生长缓慢，产

量相比往常要低。”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蔬菜负责人介绍，高温天蔬菜容易早衰，青菜

出现焦边焦心，叶片变小变细，相比以往产量

要减少 30%左右。此外，高温天气还给青菜、
鸡毛菜等绿叶菜播种带来较大困难，播种后普

遍出现出苗不整齐，出苗率下降的问题。

防护大棚改善“小气候”

为了保障淡季绿叶菜的正常生长和供
应，基础设施提升、品种结构优化等措施需要

跟上。据悉，目前松江区有 5000余亩的设施
菜地，其中部分生产大棚通过铺设遮阳网，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蔬菜大棚内的“小气候”，降
低棚内温度。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松江还

将新建部分防护大棚，为极端天气下的蔬菜

生产更好地撑起“防护伞”。

眼下，农技部门主推更耐高温的青菜品

种。蔬菜基地也会选择华王、夏雄、夏播王等

抗热性较强的青菜品种，提高高温条件下的

出苗率。同时，种植如米苋、空心菜、杭白菜、
生菜等耐热作物，丰富市场品种供应。

高温天气蔬菜播种采摘的工作效率会一

定程度上降低，招工方面也会面临难题。对

此，机械化也在保淡工作中发挥作用。近期，

农技部门正在试验一款番茄苗移栽机械。相

比人工移栽，机械移栽在人力和时间上都将

大幅缩减。

保险让菜农“旱涝保收”

夏淡蔬菜供应，还离不开政策支撑。为了
防止市场价格波动造成“菜贱伤农”，农业部

门为沪郊蔬菜基地投保了“夏淡”青菜成本价
格保险。在保险期内，青菜等主要绿叶菜的平

均售价低于保单约定零售价，承包公司将按
降幅对菜农进行赔偿。政策性保险让菜农“旱

涝保收”的同时，为了提高菜农蔬菜种植积极

性，农业部门也在夏淡时节对各个核心蔬菜
基地免费发放 1300公斤种子，可供 3000亩

的种植需要。多措并举，为松江淡季蔬菜生长
撑起了“防护伞”。

目前松江各蔬菜基地每天绿叶菜供应量
稳定维持在 50余吨左右，保障了市民菜篮子

的充实丰富。同时，因为季节性原因，以及前
一阵台风影响，蔬菜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而造

成蔬菜价格有一定幅度上涨，但整体保持在
合理可控的范围。而随着气温下降以及台风

后补种蔬菜的生长上市，蔬菜价格会逐渐回

落。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在闵行区梅陇镇文体中心北侧公

园绿地，几位早起的阿姨爷叔正围着
研究“新武器”，一旁，88 岁的老爷叔

按着操作步骤开始“示范”。实时显示、
储存、分析用户体测数据，让体育健身

变得更智能、更有趣。近日来，梅陇镇
新开设的运动健康之家一时间在老年

群体内“走红”。

这一片智能健身场地免费开放，
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室外部分，全

部采用智能化健身器材，其中智能五
方位体测亭可同时容纳 5 人进行 13

项身体能力测试，使用者通过手机扫
码链接器材，在智能面板、语音播报的

使用指导下完成体测，最终以蓝牙传输
获取体测数据，形成智能化体测闭环。

面向55周岁以上老年群体

今年，梅陇镇文体中心在闵行区
率先推出了适合老年人运动的“健身

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面向 55

周岁以上老年群体。

除了这处免费的“室外运动公园”，
梅陇还新设了两处公益收费的运动健

康之家，分别位于梅陇镇文体中心和

梅陇镇文化分中心。包含了健身健康宣教、代
谢循环促进、安全等速肌力、心肺功能协调能

力提升、综合干预功能、健康检测功能、户外
智能健身 7个功能区，配备有专业老年人跑步

机、全身有氧健身车、全身垂直律动床等专为老
年人设置的适老化康复运动器材 45台。

数字化提升长者健身体验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运用“全民健

身+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化提升健身

体验，推动社区层面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的深度融合。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将智能化场景
运用到老年人健身。来到这里运动的

老人首先要进行 AI智能体测，包括体

质监测十三项、血压、体成分、骨密度
等数据，并进一步了解老年朋友的病

史和病症，建立属于每个人的健康档
案，根据健康档案给出科学的、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的运动建议。通过督促老

年人正确使用机器设备、每天坚持健
身，在 1-2 周运动周期后，重新进行

评估、再训练，通过不断的“评估-指
导-运动”循环，达到对老年朋友健康

状况的改善，预防和延缓疾病的发生
进程，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体医养”升级养老新模式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也是“体医养”
融合的养老新阵地，致力于提前干预

老年健康问题。在预防先于治疗的理
念下，形成“体育＋医疗＋养老”三位一

体，即“医养结合、体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

为此，这里不仅配备了专业运动器材、健
康健身指导，还针对老年人提供综合干预、专

家义诊、知识讲座、团体课程、文娱社交等服
务。 通讯员 李逸 本报记者 鲁哲

八十米农民画“述说”辉煌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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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达乡村

    48天，1.6万人次。近日，在金山区博物

馆闭幕的《开天辟地颂百年》展览吸引了许
多人“打卡”。展览中，100米长卷中的 80米

农民画部分，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
100个重大事件。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金山农民画艺术传承人怀明富说：“金山
农民画一般描绘乡村的风土人情，画百年党

史还是第一次。”

长卷大气磅礴
作为作品的领衔创作人，怀明富介绍，

《开天辟地颂百年》长卷长 100米，宽 0.7

米，其中书法 20米，农民画 80米。农民画又
分为四卷，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画中人物 3000多人，房屋 600多幢，

动物 500多只，植物、山脉不计其数。创作团
队中还有 3位怀明富的学生，分别为金兴

健、周晓丹和张松春。
早在 2018年 7月 1日，怀明富就想到，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他入党的第
50年，作为一名金山农民画传承人，是不是

能创作一幅党史相关的作品。在相关政府部
门的指导下，他开始大量学习党史，研究采

用何种表现形式，构思创作，笔记上密密麻

麻记了很多要点。

他表示，金山农民画萌芽于江南民间艺
术，是一门群众喜闻乐见、俗中有雅、情感丰

富的绘画艺术，用金山农民画来传颂百年党
史，是其绘画史上的第一次。它面对的已不是

村落、小桥流水、田园风光，而是一个重大的
历史题材，这幅作品是金山农民画的创新，也

是金山农民画大胆走向新境界的开始。作品

按农民画风格平面装饰，构图饱满，变形夸
张，着色鲜明，对比强烈。画面由暗淡到明亮。

按党史各个时期的环境和各地区的风土人情表
现出来，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表现力。

画民间的东西
在他位于朱泾的画室中，记者看到了长

卷底稿。在整幅作品中，他用了 5米多的篇

幅画了“长征”主题，“大凉山以南是金沙江，
北面是大渡河、大雪山草地……因为我太熟

悉这个地方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这一
段，我也曾在那里当兵 20年，加上我也会农

民画，就能体现出来。”

在一段爬雪山的画面中，皑皑雪山，阻
挡不了红军战士们前进的步伐。山头的一条

马尾巴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怀明富在当
兵时的一堂军事课上，副司令说，他 13岁参

加红军长征，瘦小的他怕翻不过雪山，就哭
了起来。他的营长有一匹马，鼓励他，拉着马

尾巴就一定能翻过去。怀明富一直记得这个
故事，这次就画到了作品中。在这幅画面上，

他画了一位彝族人，背后其实是彝海结盟过

凉山的历史故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怀明富不由自主地背起了毛

泽东的诗句。
怀明富军人出身，为什么能画好农民

画？原来，他是金山廊下人，在他 16岁做泥

水匠时，画灶壁画奠定了一些绘画基础。在
部队 20年，他又学会了画当地漂亮的少数

民族服装和寺庙里的装饰。画农民画就是画
民间的东西，他学到了。

他说：“上海是个大都市，农村现在也逐
渐城市化了，中国的民间艺术正在逐渐消

失。在金山农民画方面，我们是后辈也是前
辈，是个接力棒。既要自己学好，又要传承下

去，不让民间艺术失传，用金山农民画画好
美丽金山的故事，画好美丽中国的故事，我

们有这个责任。” 本报记者 屠瑜

金山农民画非遗传承人怀明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