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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 / 竹建英

栖息地候鸟集聚
林水之间，清风徐徐，鸟鸣阵阵。随着鸟

类迁徙季的到来，位于泖港镇西厍公路上的

松江鸟类野生动物栖息地聚集了不少从北
方飞往南方过冬，到此中转停歇的候鸟，再

加上本地留鸟，这里成为了鸟儿们的乐园。
近期开展的栖息地物种调查显示，这个面积

560亩的鸟类栖息地监测到了 24种、505只

鸟类。其中，优势种类有占总数 16%的家燕、
占总数 13%的夜鹭、占总数 9%的牛背鹭，以

及白鹭、苍鹭、山斑鸠、白头鹎等主要品种。

松江区林业站副站长顾旭忠介绍，品种

不同，鸟儿的生活习性也各异。如眼后有白
色环带、叫声清脆的白头鹎就有一个说法：

每年春夏季，清晨唤醒人们的不是麻雀，而
是白头鹎。喙和脚呈黑色、羽毛雪白的白鹭

则是上海地区常见的留鸟，五六月间，白鹭
进入繁殖期，它们会选择在距离水体不足一

千米的水杉林等树林集群筑巢，这样不仅能

就近获得食物，还可以共同警戒来敌，也方
便挑选“意中鸟”。另外，被誉为林中“神行太

保”的雉鸡，遇到危险时一般都是羽毛艳丽
的雄雉鸡鸣叫“报警”后起飞，目的是把敌人

引开，掩护雌雉和幼雉逃离。

提升环境品质
镜头对准湖泊中心岛上的一群苍鹭，巡

查员胡芬华正在耐心地等待着拍摄的最佳

时间。胡芬华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栖息地开展
巡查，观察鸟类的活动场所和生活习性，救

助受伤鸟儿，并查看是否存在鸟类疫病等情
况。“东南角朱颈斑鸠出现得多，中间湖泊地

带主要是取食鱼类的白鹭、苍鹭、家燕、白鹡

鸰聚集，竹林那一带则是吃虫的戴胜，南片
近期出现了棕背伯劳。”常年与鸟为伴，她对

鸟类的栖息习惯了如指掌。
为了更好地掌握栖息地鸟类资源的现

状和变化情况，松江林业部门除了配备巡查
员队伍外，还用上了智能化的技防设备。顾旭

忠介绍，目前栖息地设置了 16个公共视频设
备，可对栖息地的鸟类开展 24小时监测，与

人防措施相互补充。

保护鸟类除了监测，还需要打造优质的

生存环境。据介绍，松江鸟类野生动物栖息
地是由鱼塘改造而成的人工湿地，其中水体

面积 267亩、林地面积 235亩，其余为农业、
道路等用地。近年来，通过种植乌桕、火棘、

大豆、玉米等食源性植物，控制湖泊水位，打
造适合鸟类生存的滩涂环境等措施，持续在

栖息地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让越来越多的

鸟儿青睐这里，也让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越
来越丰富。

鸟类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为了提升
大众的鸟类保护意识，栖息地设置了鸟类专

题展板，介绍鸟类生活习性等内容。同时，设
置了观鸟长廊、观鸟屋，方便市民近距离观

察野生鸟类。“下一步，我们还将充实科普宣
教功能。”顾旭忠说，目前栖息地正联合第三

方专业机构开发科普课程，预计明年可接受

全市中小学等社会团体预约参观。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金秋十月，普通品种的稻谷已收割得差

不多了，但闵行区吴泾镇星火村的田里，有一
片 2米高的“巨型稻”，长势喜人，特别引人注

目。这片稻田属于青安农场。近日接受采访
时，农场主李孝青说，这种稻子生育期较长，

11月份成熟，亩产可达 1600斤。如果想体会
“禾下乘凉”，可以到他这里感受一下。

星火村的这片稻田里，竖着一块李孝青

设计制作的牌子，介绍这种水稻。第一个特点
是“高人一等”，“这个水稻的株高达到了 2.19

米，比一般水稻穗子大、谷粒大、千粒重，单穗
500粒，亩产 1600斤”，站在“巨型稻”田里，

李孝青说，今年试种了约 200平方米，它生育
期较长，到 11月份才成熟。

李孝青是闵行区新型职业农民，农学科
班出身，曾自费游历欧洲十几个

国家，学习农业种植技

术，其经营的农田里，种着各种各样“稀奇

古怪”的农作物，因为他的农场同时也是上
海交大、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市农科

院等科技兴农项目的实验基地。
李孝青 2017 年在家乡吴泾镇承包了

810亩土地，成立了上海青安农产品有限公
司，“周边有两所高校，上海交大和华东师大

都有生物农业类专业，需要相应的科研种植

基地”，他就建立了一个有水稻和设施园艺类
的综合农业科研种植基地，专门为高校科研

院所提供场地和种植管理服务。
上海师大、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也都在他的基地里安排了
试验示范项目，“巨型稻”便是其中之一。“得

天独厚的条件，我拿到了上师大遗传所提供
的特殊的种子”，李孝青说，“巨型稻”目前还

处在试验阶段。而仅国庆期间，借助农场推出
的农场亲子游项目，这片稻田就接待了 1500

人次前去“看新鲜”。

通讯员 崔松鸽 本报记者 鲁哲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再也不为

上下楼梯的事烦心了，过去只有在新闻里才

看得到的事情，没想到在阿拉小区也加装上

了。”近日，92岁的侯老先生格外开心。原来，
这是浦东新区高行镇东沟第二居民区 9号、

14号、24号楼全体业主的好日子，他们都和
侯老先生一样，正式开启全新的生活方式。

记者看到，3台崭新的电梯，圆了老百
姓多年的电梯梦，也让老旧小区重新焕发青

春活力。聚鑫、东沟二居加装电梯的顺利竣

工，拉开了高行镇全面启动电梯加装的帷
幕，目前这项“民心工程”正在多方协同下迅

速推进。截至 10月，高行镇已成功签约加装
17台电梯。

东沟第二居民区建造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是一个以动迁房为主、少量商品房混

合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居民们的迫切心
愿。加装电梯工作过程中，东沟第二居民区

党总支成立加梯领导小组、推进组、“党员+

楼组长+居民代表”为核心的三人自治小

组，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重要作用。13号楼

有位业主对加梯后房屋安全有疑虑，加梯三

人小组约其下班后当面协调，对相关技术性

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最终得到了该业主的
认可，很快签订了加梯合同。
加装电梯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难题，其中

意愿征询是加装电梯的第一步，也是最“磨
人”的一步。高行镇高行居民区党总支积极

探索，努力在加装电梯第一步“开好头”。

申龙小区有 3 幢楼 7 个门栋 88 家住
户，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加梯，对于那些

“悬空老人”来说尤为关键，但低层住户的
想法也需要考虑。“基本上每栋楼的住户

我都加了微信。”申龙小区业委会主任殷
永梅如是说。面对居民提出的采光、后期

维保等问题，她都会一一作出解释。李阿
姨平时不住在小区内，殷永梅通过各种方

式辗转联系，在电话里详细说明加梯相关
事宜并耐心解答疑问。李阿姨深受感动，

当即表示支持这项民心工程，第二天就送
来了加梯费用。经过多方努力，申龙小区实

现了所有 7个门栋意愿征询全部通过。

    “老早只好自家小区里兜兜，现在有了这

个绿地，真是不错！”“只要天好，我每天上午推
宝宝到这里来兜一圈”……家住闵行区吴泾镇

的居民欣喜地发现，永德路陆家塘路路口的荒
草地，最近变身吴泾镇廉政文化绿地了———起

伏的绿草坡营造的是假山的感觉，铺满鹅卵
石的人工旱溪，碰巧到下雨天，会看到水流

潺潺，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这处公共绿地面积 3980平方米，绿地
大门在永德路上，走进去，绿色的草坡形成

起伏的小山丘，沿着红砖园路往里走，穿过
一片小树林，可以直接连通樱桃河岸。绿地

另一侧，有宽阔的大草坪，孩子们可以嬉戏

玩耍，一排排红色的长椅，可供人们休憩。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激浊扬清 无欲则

刚”“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走在公园的小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类似

这样的名言警句。绿地处处透着廉政色彩，中
国古典边框、文化石板、书画等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元素点缀其间，路边竖起的廉政格言
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据介绍，绿地设

计新颖，结构合理，充分将廉政文化和绿地
建设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成吴泾镇的一处新

地标。 通讯员 崔松鸽 本报记者 鲁哲

事新郊区

持续修复鸟类野生动物栖息地
智能技防 24小时监测鸟儿动态

北方候鸟中转松江“歇脚”■ 良好的生态环
境吸引鸟类栖息

李谆谆 摄

吴泾镇星火村喊你来“禾下乘凉”

观景台
秋意渐浓，松江鸟类野生动物栖息地逐渐迎来北方候鸟迁

徙队伍中转停歇。松江林业部门持续加强监测，通过对基础数据
的收集分析，为鸟类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速报田头

2米高“巨型稻”试种成功

■ 左边“巨型稻”比人还高，右边是已成熟的普通品种 崔松鸽 摄

跑出加梯“加速度”
浦东高行镇今年已成功签约加装17台电梯

廉政文化绿地成吴泾新地标


