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写

    昨天中午吃好午饭，黄浦区卢湾一中心

小学的一群孩子急匆匆往 6楼大礼堂赶。他
们要去参加一场特殊的“比赛”———剥毛豆大

赛。礼堂内共有 38张课桌，每张桌上摆放着
两袋食堂叔叔阿姨特意准备的毛豆，每袋半

斤。根据规则，全校 38个班级，每个班级派出
男孩、女孩各一人，组成“混双”队伍参加角

逐，比一比 3分钟内哪一组的毛豆剥得最多。

各个年级的前三名将在下周的升旗仪式上获
得奖励———一副袖套和一个围兜。

大队辅导员宋立芸介绍，中秋假期之前，
学校请孩子们回家和父母一起，通过“壮壮鸭

子买一买、圆圆月饼找一找、香香芋头尝一
尝、青青毛豆剥一剥”等四项活动，品尝传统

佳节的滋味。其中，孩子们要完成一项特别任

务———锻炼剥毛豆技能，参加年级比赛。
一声令下，孩子们很快进入比赛状态，伴

随着清音雅乐，一股毛豆的清香很快在礼堂

里弥散开来。“大家注意，剥完的壳不能扔在
地上，否则要扣成绩哦。”裁判长陈丽丽老师

特别提醒。

3分钟时间飞逝。剥得快的孩子，剥完的
毛豆超过 100克。“好紧张，我一开始以为我

们拿不到前三名，没想到拿到了亚军！”听到
老师宣布成绩，一（1）班女孩王若熙和男孩王

程稼兴奋地举起自己的战利品。“你看，要先
把筋抽掉，这样就好剥了。”“我是把它从当中

拗开，也很方便。”两个小家伙兴奋地告诉记

者自己假期总结的剥毛豆小技巧。
四（2）班男孩翁昊澄和女孩吕雨芯摘得

年级组冠军，翁昊澄大方地把大半毛豆分给
了同伴。“我在家练了 3次，一开始 1分钟只

能剥 5个，后来剥了 10个，妈妈教我先把筋
抽掉，现在 1分钟可以剥 20多个。”吕雨芯

说，平时她就很喜欢做家务，会炒蛋、炒丝瓜，
还会做马兰头拌豆腐干，“切豆腐干的时候，

要把手指稍微朝里面缩一点，这样才不会切
到手。”“我切哈密瓜的时候，也弄破过手指

头，不过没关系的！”胖乎乎的翁昊澄说。

宋立芸说，比赛前，老师们偶然发现秋分

日恰好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通过这场比赛，也
让城里的孩子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感激自然的

馈赠和感受劳动的快乐。 首席记者 陆梓华

丰收节，小学生比拼剥毛豆

螃蟹即将“上新”

三星镇位于崇明岛西部，总面积
68.17平方公里。镇域自然景观优美、农耕

文化丰富，是远近闻名的海棠小镇、苦草
之乡。

在三星镇的核心区，原本废弃的鱼塘
如今焕然一新，并有了好听的名字：海棠

湖。最近一年来，海棠湖的“改造”如火如

荼———三星镇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在此
推广“江海 21号”大闸蟹养殖，打造海棠

湖农旅实验区。掐指算算日子，很快就要
“上新”啦！

海棠湖里养殖的“江海 21”优选“5

母 7公”的亲本———雌蟹重 5两以上、雄
蟹重 7 两。虎父无犬子，由于亲本规格

得到保证，遗传纯度和分子标记也得到
提升。同时，“江海 21”挑选的每只亲本

都有专门编号，建立了完整的基因库，
可对蟹苗作追踪。换句话说，人们品尝

美味的同时，对螃蟹的“前世今生”亦可

了如指掌。

探索绿色养殖
除了“江海 21”大闸蟹的生态养殖，

三星镇以海棠湖为核心，加强水体改造，

营造水下草原、构建水体森林、打造水面
群落，形成水清、草绿、稻黄、蟹肥、景美的

新型生态示范区。
“你瞧，我们用水车式增氧机、循环水

增氧设备等促进海棠湖水环境形成良性

微循环，最大程度还原自然生境，还通过
多种水草净化改善水质。”养殖户介绍，

“等到海棠湖改造完成，真的可以穿着皮

鞋来养蟹了。”

在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看来，经
过“人放天养”“人工养殖”后，现在的水产

养殖已经开始了绿色养殖的探索。在他看
来，绿色养殖有 12字标准：环境优美、过

程清洁、产品绿色。“我们想让养殖环境公
园化。三星镇有数十条生态沟渠，海棠湖

就像心脏，沟渠则是血管，顺畅的血液循

环构建起优质水体。”他向记者解释，“养
殖过程中绝不投入渔药，依赖于生态的自

我净化。饲料则是农家传统的配方：南瓜、
胡萝卜、玉米。”此外，水产品收获后，还会

邀请第三方绿色认证机构对其营养成分
开展分析鉴定。

集“游养娱”一体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院长

谭洪新教授透露，未来将在此实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盘活三星镇闲置
资产资源来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打

造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生态休闲观
光园区，形成集“游养娱”为一体的田园型

生态湿地公园。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客人’，对
于鸟儿们，我们是既欢迎又头疼。”养殖户

指着水面上休憩的白鹭说，“螃蟹脱壳时，
对它们来说同样是美味佳肴啊。”像这样

兼顾生态环境和养殖户利益的课题，还有
不少等着三星镇去探索。

“以后在海棠湖，春天赏花、夏天玩
水、秋天观景、冬天看雪。孩子们在水里玩

泥巴、抓螃蟹，无拘无束的小辰光要回来
了。”大家这样憧憬着。

本报记者 郜阳

“等海棠湖改造完成，

可以穿着皮鞋来养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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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工行上海分行首发主题数字信用卡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中
国银联上海分公司、上海市公共交通卡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发布“工银大美崇明无界数字
信用卡”。 这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结合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崇明地区发展生态产业
所打造首张主题数字信用卡，也是一张饱含
崇明元素又加载了丰富特色权益的银联标
准数字信用卡。

工行上海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立

足上海分行特色，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以乡村振兴“美

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为抓手，推动落
实各项乡村振兴工作，此次发行“工银大美崇

明无界数字卡”也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据介

绍，“工银大美崇明无界数字卡”为简约白金
卡，秉持环保和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该卡无

实体卡介质，采用中国银联品牌，币种为人民
币，卡片有效期 10年。拥有即可享受年消费 5

笔或 5000元免当年年费的优惠政策。
工行上海分行为持卡人提供“卡片即申即

办、权益即查即用、功能一键全显”等一站式服

务，该卡持卡人可享受工行所有信用卡的长期
和阶段性权益及银联白金卡专享权益，更有轮

渡、公交、话费、崇明特色农产品满减、ETC高
速通行返现，以及景点门票一元购、数字礼券

等优惠活动。配合崇明当地特色，节假日不定
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满减活动。

浦江镇东风村可移动“收驿站”探索“回收+健康”模式

变卖可回收物 顺便测个健康

清澈的湖面如一面宝镜，映出蓝天白云的模样；白鹭在低空盘旋，累
了就落下来打理羽毛；岸边海棠盛开，花香阵阵。或许你以为这又是某个
网红旅游点，可它的真实身份却是———水产养殖地。

第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正在上海召开。记者探访了位于崇明区三
星镇的上海玉海棠科技园。在这儿，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水产养殖生产
的全过程。老百姓既能享受到优质、安全的水产品，又能欣赏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的秀丽风光。乡村振兴的美丽底色正被不断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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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区三星镇废弃鱼塘焕然一新
    集装箱改造的可回收物驿站中，八大类

可回收物一清二楚，村民去老年活动室的路
上就能顺手把“废品”卖掉……最近，一个可

移动的“收驿站”出现在浦江镇东风村，里面
还有小机器人和健康测试仪，“回收+健康”

模式成了村里的新时尚。

机器人互动答疑问
在东风村老年活动室外，一个蓝色的

“收驿站”矗立眼前。箱体上，具有浦江镇特

色的手绘非常漂亮，要不是挂着的可回收
物价格牌，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可回收

物服务站点。
驿站中，除了废玻璃、废金属、废旧衣物

等八大类可回收物外，还多了两台仪器。一台

是可爱的智能机器人，会答疑解惑告诉村民
如何分类等，还能回答防疫相关的问题。“附

近的疫苗接种点在哪？”记者话音未落，浦江
镇新冠疫苗接种点就全部显示在屏幕上。另

一台是健康测试仪。“85分！”一名村民拎来
可回收物品后，顺便测了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细细阅读着机器免费出具的健康报告。

选址老年活动室旁
“今年 7月，我们在这里放置了一座可回

收物驿站，每周开放 3个下午。”上海兴冬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浦江镇垃圾分类负责人周敏
说，考虑到村民以老年人居多，回收站选址在

老年活动室边上，老人来拉家常时，可以顺便
卖些可回收物。同时，考虑到老年人对健康也

很关心，驿站又添置了两台机器，还特地加入

防疫问答等便民信息。“回收+健康”的新模

式，让村民感觉很新鲜，又因“收驿站”的回收
价格很大一部分比市场价高，村民来卖可回

收物的次数日益增加。

告别了“摇铃铛”的废品回收方式，村民

还可以看到“废品”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通过
电子称重、AI图像识别和驿站中的后台数据

显示，可回收物的重量能准确采集并自动上
传，分析得出东风村的各品类回收总量及占

比、出库存量、周转率、垃圾减量率等数据。
“每次来卖废品，看到屏幕上垃圾减量率

增加了，我觉得自己也为环保贡献了一份力

量。”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多方探索“东风特色”

除了可回收物的回收模式改变之外，垃
圾分类推行以来，东风村还探索建立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新模式，形成独具“东风特色”的
常态管理机制。

“三级桶长制”就是其一。一级桶长是村
两委班子成员，二级桶长是党员和志愿者，三

级桶长是垃圾收运保洁人员。通过“三级桶

长”的努力，东风村 90%以上农户做到源头
分类并能确保分类的纯净度。

撤桶则是另一项试点。东风村外来人口较
多，以往在每户门口放干湿两个垃圾桶，分类

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村党总支联合城建中心
试点撤桶，制定出“村民撤桶、定时定点投放、

保障措施、集中收运”的东风模式，村民交还来

的桶，清洗干净后放在公共场所，既环保又节
约。目前，浦江镇已有 7个村的部分生产队试

点撤桶，宅前屋后不见垃圾桶，只见绿色。
据统计，垃圾分类前，东风村日均垃圾量

为 96桶。垃圾分类实施后，日均干垃圾量为
42桶、湿垃圾分出量 21桶，分类和减量效果

明显。可回收物的收运量则更为可观，以纸

板、废衣物和废塑料为例，东风村日均可回收
物收运量分别为 768kg、430kg、376kg。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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